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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政策总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减免车辆购置税新

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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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闻总览
1.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即问即答之一（来

源：国家税务总局公众号）

2.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即问即答之二（来

源：国家税务总局公众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减免车辆购

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2 号

根据《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 年第 10 号），结合新能源汽车技术进展情况，

现就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申请进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以下简称《减免税目录》）的车型，需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见

附件）。其中，换电模式车型还需提供满足 GB/T 40032《电动汽车换电安全要

求》等标准要求的第三方检测报告，以及生产企业保障换电服务的证明材料。

企业自建换电站的，需提供换电站设计图纸和所有权证明；委托换电服务的，

需提供车型、换电站匹配证明、双方合作协议等材料。

二、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为过渡期。2024 年 1 月 1 日起，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已进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

简称《免税目录》）且仍有效的车型将自动转入《减免税目录》。相关车型要

及时上传减免税标识、换电模式标识，换电模式车型、燃料电池车型等按本公

告要求补充相应佐证材料。2024 年 6 月 1 日起，不符合本公告技术要求的车型

将从《减免税目录》中撤销。

三、2024 年 6 月 1 日起，《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公告 2017 年第 172 号）、《关于调整

免征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3 号）中的技术要求废止。

四、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制，强化产品质量保障能力，确保新能源

汽车使用安全。要提升监测平台效能，做好风险预警提醒，及时上报车辆事故

报告。对于发生安全事故、隐瞒不报的，视情节轻重取消车型减免税资格或暂

停新车型申报《减免税目录》。

特此公告。

附件： 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pdf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3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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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纳税人享受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以下简

称三项加计抵减政策），是否要向税务部门提交声明？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号）规定，符合规定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不同于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三项加计抵减政策均采取清单管理，清单

由工信部门牵头制定。清单内的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时，系统会弹出相关提示，引导纳税人申报

享受对应的加计抵减政策，纳税人无需再提交相关声明。

【问题 2】由于不再符合政策条件而退出三项加计抵减政策清单的企业，前期符合政策条件

时已计提但尚未抵减完毕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应当如何处理？

答：纳税人不再符合政策条件时，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可以继续抵减。

【问题 3】享受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注销时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如何处理？

答：纳税人注销，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问题 4】企业 A属于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纳税人，被合并至企业 B，企业 A办理了注销手续，

其结余的加计抵减额能否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

的公告》（2012 年第 55 号）的有关规定，结转至企业 B继续抵减？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2012 年第

55 号）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

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其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

可结转至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上述规定是考虑到留抵税额是纳税人负担的尚未抵扣的进项税

额，抵扣是纳税人应有的权利，但加计抵减额是根据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的，用于抵

减应纳税额的额度，不属于进项税额，而是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才能享受的优惠，不能参照上述规

定执行。因此，企业 A结余的加计抵减额不能结转至企业 B继续抵减。

【问题 5】企业 A属于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纳税人，重组后分立为企业 A和企业 B，请问企业 A

结余的加计抵减额能否结转或部分结转至企业 B抵减？

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即问即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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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企业 A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应由企业 A继续抵减，不能结转或部分结转至分立后新成立

的企业 B抵减。如果企业 B符合加计抵减政策规定，应按照本企业可抵扣进项税额自行计提加计

抵减额。

【问题 6】三项加计抵减政策均自 2023 年 1 月起执行，清单发布后，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

的加计抵减额，是否需要逐月调整申报表，并退还前期已缴纳税款？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43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17 号）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25 号）等文件（以

下简称 43 号公告等文件）规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

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纳税人应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当期将可计提

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一并计提，不再调整以前的申报表。

【问题 7】适用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以前税款所属期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

应该如何进行申报？

答：43 号公告等文件规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

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纳税人申报时，应将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填写在《增值

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第 2列“本期发生额”中。

【问题 8】适用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前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后勾选抵扣，其对应的进项税额能否计提加计抵减额？

答：可以。纳税人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可按

规定计提加计抵减额，但不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并抵扣的异常扣税凭证，已作进项

税额转出，又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后解除异常并转入的进项税额。

【问题 9】企业 A 已经开始享受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政策，后期又被工信部门列入工业母机

企业清单，是否可以选择停止享受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政策，而申请享受工业母机加计抵减政

策？工业母机加计抵减政策加计 15%，如企业 A前期已按先进制造业的 5%计提加计抵减额，能否

对差额部分进行补充计提？



新闻

www.yongdatax.comWN20231212

答：纳税人同时符合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可以择优选择适用，但在同一期间不得叠加适用。企

业 A先适用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政策，后期可选择停止享受该政策，改为选择工业母机加计抵减

政策，前期未计提的差额部分可以一次性补充计提。

【问题 10】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是否可以计提加计抵减额？

答：不可以。只有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才能计提加计抵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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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适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以下简称三项

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既有一般计税方法的销售额，也有简易计税方法的销售额，其简易计税方

法对应的应纳税额能否抵减加计抵减额？

答：加计抵减额只可以抵减一般计税方法对应的应纳税额。简易计税方法对应的应纳税额，

不可以抵减加计抵减额。

【问题 2】适用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 A同时还符合即征即退政策条件，能否同时享受加

计抵减政策和即征即退政策？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43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17 号）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25 号）等文件（以

下简称 43 号公告等文件）规定，纳税人同时符合多项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可以择优选择适

用，但在同一期间不得叠加适用。43 号公告等文件仅明确不能叠加适用多项加计抵减政策，纳税

人可以同时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和即征即退政策。

【问题 3】先进制造业企业 A 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能否同时享受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政策

和农产品加计抵扣政策？

答：43 号公告规定，先进制造业企业同时符合多项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可以择优选择适

用，但在同一期间不得叠加适用。43 号公告中仅明确不能叠加适用多项加计抵减政策。农产品加

计抵扣政策是指企业从事农产品深加工业务，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

可加计一个百分点，按照 10%扣除率计算抵扣进项税额，不属于加计抵减政策，纳税人可以同时

享受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政策和农产品加计抵扣政策。

【问题 4】企业 A 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在计提加计抵

减额时如何处理？形成了负数怎么申报？

答：43 号公告等文件规定，“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

计抵减额；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

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纳税人在申报时，应将调减的加计抵减额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

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第 3列“本期调减额”中。按规定调减加计抵减额

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即问即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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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形成的可抵减额负数，应填写在第 4列“本期可抵减额”中，通过表中公式运算，可抵减额

负数计入当期“期末余额”栏中。

【问题 6】享受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发生留抵退税或留抵税额抵减欠税（以下简称

“留抵抵欠”）后，相应的进项税额转出是否需要调减加计抵减额？答：43 号公告等文件规定，

“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

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纳税人的留抵税额，是按规定可抵扣但尚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不属于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

进项税额。因此，适用三项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在留抵退税或留抵抵欠后作进项税额转出时，

不需要调减加计抵减额。

【问题 7】纳税人适用免税政策、简易计税政策对应的进项税额，应在申报加计抵减时的本

期发生额中直接扣减，还是通过本期调减额方式调减？

答：43 号公告等文件规定，“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

计抵减额；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

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纳税人适用免税政策、简易计税政策对应的进项税额，属于按照现行规

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应直接在进项税额中扣减后再计提加计抵减额，并填写在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第 2列“本期发生额”。如

相应进项税额已抵扣，又通过进项税额转出栏次转出，在抵扣时应按照抵扣的进项税额计提加计

抵减额，并填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第 2列“本

期发生额”；在进项税额转出时，通过“二、加计抵减情况”第 3列“本期调减额”调减。

【问题 8】43 号公告等文件明确，出口货物劳务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

得计提加计抵减额。对于出口视同内销征税、出口应征税、出口适用零税率的货物对应的进项税

额，能否计提加计抵减额？答：43 号公告等文件提到的出口货物劳务，并未区分是否征税，出口

视同内销征税、出口应征税、出口适用零税率的货物均为出口货物，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

加计抵减额。

【问题 9】43 号公告等文件明确,加计抵减企业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

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

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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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纳税人 2023 年 11 月底被工信部门纳入先进制造业清单，12 月申报时能否按照 1-11 月合计销

售额计算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还是必须逐月计算？

答：三项加计抵减政策采用清单制，每年清单发布均可能存在追溯执行的情况。纳税人可在

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当期，将前期未计算的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当年 1月

至当期累计销售额比例一并计算。后续纳税人按月申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应按当月销售额比例

计算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

【问题 10】43 号公告等文件明确加计抵减企业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

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

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部销

售额。上述公式中当期全部销售额是否包含出口免税销售额、其他免税销售额、简易计税销售额

等？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19 年

第 31 号）中规定，加计抵减政策适用所称“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

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其中，纳税申报销售额包括一般计税方法销售额，简易计税方法销售额，

免税销售额，税务机关代开发票销售额，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即征即退项目销售额。

【问题 11】纳税人 2023 年适用三项加计抵减政策，2024 年由于不符合条件不再享受三项加

计抵减政策，如果纳税人 2023 年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在 2024 年发生进项税额转出，纳

税人还需要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吗？

答：纳税人由于不符合条件不再享受三项加计抵减政策，不能继续计提加计抵减额，但结余

的加计抵减额仍可继续抵减；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发生进项税额转出时，应相应调减加

计抵减额，如结余的加计抵减额不足以调减，则需按规定补征相应税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