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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
376批)、《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
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
五十五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

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七十一批)

综
合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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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prehensive taxation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3年11月20日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

产品》(第376批)、《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
型目录》(第五十五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
七十一批)。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节
能 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享受车船税优惠的节
能 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2022年第2号）、《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延续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的公告》
（2022年第27号）等文件有关规定，列入《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
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目录》的新能源汽车享受车船税减免和车辆购置税免税的税收优惠。

政策要点

【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

对于列入《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第五十五批）》的节能型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新能源汽车，免征



2023年第43周

5

车船税。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

对于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七十一批)的新能源汽车，购
置日期在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免征车辆购置税。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定。

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汽车消费，国家延
续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减免征收车船税的税收优
惠，并为适应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需
要，根据汽车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等因素适时调整节能、
新能源车船的认定标准，持续更新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车
辆车型目录。

方
正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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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延续优化
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汇编
（2023年版）》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为进一步落实好今年延续、优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方便
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和各地税务人员查询掌握，日前，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延续优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汇编（2023年版）》，对今年
以来截至10月底发布的延续、优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作了全面
梳理，并进行详细解读，推动政策直达快享。

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部署实施一系列延
续、优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
信心、激发市场活力。税务部门多措并举推动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不
折不扣落实落细，以更快速度、更好服务保障经营主体充分享受政
策红利。

此次发布的《延续优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汇编（2023年
版）》按照优惠政策、政策解读、即问即答、相关文件4个部分的体
例编写，收录2023年公布的税费优惠政策文件70份、相关征管公告
6个、政策解读6篇、即问即答10组，以及往年相关政策文件33份，
在全面梳理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基础上，对重点优惠政策的出台背
景、减免税费计算、享受优惠程序等开展了详细解读，同时结合具
体情景，对纳税人缴费人普遍关注的实际问题进行解答，力求让广
大纳税人缴费人更加便捷查询政策、更加准确理解政策、更加全面
适用政策。

税务总局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在全面推进税费优惠政策落实过程中，税务部门不断优化推出个性
化、精细化服务举措，帮助纳税人缴费人对各项政策应知尽知、应
享尽享。下一步还将继续抓好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政策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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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快、更准，更加高质高效把税费红利送到纳税人缴费人手
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税务力量。

据了解，近年来税务部门先后编制发布《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支持乡村振兴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支持
绿色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等多个专题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本次
政策汇编的发布进一步优化完善了政策汇编和指引体系。以上汇编
和指引均可在税务总局网站查询，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可以对照适用
适合自身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2023年第43周

9

方
正
论
坛

Founder Forum

今年九月份，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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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自2023年1月1日
至2027年12月31日五个年度内，先进制造业企业可按照当期可抵扣
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也就是说，先进制造业企业
除可以抵扣外购项目支付的进项税外还可以抵减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
的5%，换就话说就是实际支付了100元的增值税，而可以抵扣105
元，多扣减5元，这个是多递减的部分，相当于政府给予外购项目支
出的5%，对降低增值税负担有着实质性的意义。纳税人一定要理解
透、执行好，确实用足用好这一优惠。

根据政策规定，适用本项加计抵减政策的主体是先进制造企业，
所谓先进制造企业是指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含高新
技术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中的单独缴纳增值税的制造业一般纳
税人。这里需要明确两点，一是高新技术企业既有制造业又有其他行
业的混业企业如何确定是否适用，我们称之为混业高新企业加计抵减
适用，二是作为制造企业年度中间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认定期满
与重新认定期间的政策适用，我们称之为高新认定起止时间及间隔期
加计抵减适用。

关于混业高新企业加计抵减适用，43号文件并没有相应的明
确，只是规定，所称先进制造业企业是指高新技术企业（含所属的非
法人分支机构）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先进制造业企业具体名单，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同级科
技、财政、税务部门确定。也就是说，适用这一优惠政策名单，按照

好政策要理解透执行好——先
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

政策解读
文/钱红燕

◆一、关于加计抵减适用主体



相关流程申报，由文件规定的部门确定，即使是混业企业，只要经申
报确认，既可以享受这一加计抵减优惠。

对于如何进入名单，《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2023年度享
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工信厅财函﹝2023﹞ 267号）明确，进入名单的企业需要同
时符合两个条件。首先，企业必须是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且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填报的“所属行业”要属于《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制造业”门类（C门类）。其
次，企业在2023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从事制造业业务产生的销
售额合计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需达到50%以上（不含）。因此，在高
新技术混业企业申报时，需要首先考虑其主要所属行业是否符合上述
条件，其次才是关于制造业业务销售额占比的要求是否满足。此外，
进入名单的申报方式是由企业自行完成，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不满足
条件可能无法通过审核，而不如实填报可能会引发税收风险隐患。

关于高新认定起止时间及间隔期加计抵减适用，根据政策规定，
享受该政策的企业必须是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鉴于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的有效期最长为3年，在政策适用期间可能会涉及到有效期
截止、过渡期衔接和再认定等情况，因此需要明确不同情况下享受政
策的具体处理方式。首先，对于享受政策的开始时间，即起点，应当
与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有效期开始时间以及政策适用期间的重合时间
相关。若是在2023年1月1日之后中间某个月份重新获得认定，起点
应为证书有效期开始时间。其次，若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有效期在年
度中间截止，应当在截止月份停止享受该政策。最后，若是在截止后
重新获得认定，若过渡期与截止期无法无缝衔接，过渡期内也不应享
受政策优惠。若在重新履行申报程序后能够衔接，过渡期即可享受优
惠政策。

虽然政策享受期间的判断较为复杂，但是被列入名单的企业需要
经同级工信、科技、财政、税务部门的共同确认，且政策要求地方工
信部门对名单内企业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如果发现不符合政策条件的
企业，会被剔除出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名单，并同时
推送相关部门。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已经不符合条件但仍然列
入名单错误享受政策的情况。然而，纳税人也应该清楚自身情况，一
旦发现不符合政策条件，应主动停止享受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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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期可计提的加计抵减额

确定了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主体，
关键就是计算确定当期可计提加计抵减
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可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
进项税额*5%

要准确计算当期可计提的加计抵减
额，关键因素是确定计提的基数，即当期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可以抵扣的进项
税是指当期外购项目取得的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税额和依据其他抵扣凭证计算的可以
抵扣进项税的金额，扣减按规定不得抵扣
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当期取得并抵
扣的专用发票注明税额+抵扣凭证计算的
可抵扣税额-当期转出进项税额+当期转入
可抵扣进项税额

由此，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受到四个
因素的影响，即上述公式中的四项。

（一）当期取得并抵扣的专用发票注
明税额

当期取得并抵扣的专用发票注明税额
是指以下情况下的增值进行税额：从销售
方或提供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
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
税额；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从境外单位
或者个人购进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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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等，取得后并进
行抵扣。

（二）抵扣凭证计算的可抵扣税额

抵扣凭证计算的可抵扣税额，指的是根据取得的过桥、过路和过闸通行费发票；取得
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取得
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取得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等，可凭票
计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三）当期转出进项税额

当期转出进项税额，是指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不
得抵扣的进项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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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计算当期加计抵减额
时，需特别关注《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的情形。

另外，还需要注意增量留抵退税额对加计抵减额的影响。根据上述政策，核心要素是
进项税是否可以抵扣。只有不得抵扣的进项税才会涉及调减加计抵减额。增量留抵税额指
的是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累积形成的差额。因此，增量留抵税额中包含的进项税额符合
抵扣条件。进而，留抵退税金额中包含的进项税额同样符合抵扣条件。尽管根据规定，企
业申请留抵退税通过后，应在《增值税及附加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进项税额转出额”中
的上期留抵税额退税中填写实际退税金额，但我们也不应认为，既然将留抵退税填写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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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税额转出，就应同时对加计抵减额进行调减。实际上，留抵退税并不会影响加计抵减金
额的调减，即不需要对加计抵减金额进行调整。

（四）当期转入可抵扣进项税额

当期转入可抵扣进项税额主要指的是，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发生用途改变等
情形，又用于了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情况下，在前期转出后当期重新转入的可抵扣进
项税额。

明确当期的计算基数（可抵扣进项税额）后，还需要注意文件第四条的规定，先进制
造业企业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以在确定适用政策的当期一并计提。出现可计提
但未计提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列入名单的时间与实际符合政策条件的时间不一致。例
如，自2023年1月1日起已符合政策适用条件，但申请并经确认进入名单的时间为2023年
10月31日，那么可计提但未计提的期间指的就是2023年1月至9月。此外，未计提期间的可
计提加计抵减额应当按月分别确认并计算，最终的可加计抵减额等于可计提但未计提期间
的金额加上当期可计提的金额，即作为本期可加计抵减的税额。三、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
计抵减额

明确当期的计算基数（可抵扣进项税额）后，还需要注意文件第四条的规定，先进制
造业企业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以在确定适用政策的当期一并计提。出现可计提
但未计提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列入名单的时间与实际符合政策条件的时间不一致。例
如，自2023年1月1日起已符合政策适用条件，但申请并经确认进入名单的时间为2023年
10月31日，那么可计提但未计提的期间指的就是2023年1月至9月。此外，未计提期间的可

◆三、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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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加计抵减额应当按月分别确认并计算，最终的可加计抵减额等于可计提但未计提期间的
金额加上当期可计提的金额，即作为本期可加计抵减的税额。

当期加计抵减额，是指根据规定计算出的可用于抵减当期应缴纳增值税的金额，并非实
际加计抵减额。实际加减抵减额的数额取决于当期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根据规定，先进制造企业应按照现行规定计算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额也就是抵减前
的应纳税额后，区分以下情形加计抵减：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等于零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部结转下期抵减；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大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
额从抵减前的应纳税额中抵减；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小于或等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以当期可抵减加计
抵减额抵减应纳税额至零；未抵减完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 五、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处理

根据文件第五条规定，先进制造业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
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先进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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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此项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出口货物劳务不得加计抵减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
中，“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与“当期全部销售额”是否是完全对应的关系，还是说
当期全部销售额就是企业当期的全部销售额，针对这一点政策并未明确。一般情况下，
与“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应当与分母“当期全部销售额”的销售对象范围一致。另
外，“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如果不涉及即征即退进项税额（即征即退进项不涉
及出口退税），那么“当期全部销售额”不包括即征即退销售额。

◆四、当期实际抵减额

◇ 六、加计抵减政策叠加的选择
文件第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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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企业可能同时符合的加计抵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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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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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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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两项政策的加计抵减比例均为15%，因
此，企业在选择时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择优选择，同期不叠
加使用。

对于加计抵减额的会计核算，增值税加计抵减额属于与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因此，应计入其他收益核算。实
际缴纳增值税时，按应纳税额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
税”等科目，按实际纳税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加计抵
减的金额贷记“其他收益”科目。 

基于对政策要求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抵减、调
减、结余等变动情况的理解，实务中，一般建议企业单独设
置一个会计科目“应交税费—加计抵减税额”，体现加计抵减
额的计提、抵减、调减、结余等变动情况，同时应与《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税额抵减情况表）的填报
情况及余额保持一致。

对于加计抵减的所得税处理，由于加计抵减额既不符合
免税收入条件，也不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因此应将其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并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企业在享受
增值税加计抵减优惠后，应按照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和
税务处理，以避免潜在的税务风险。

对于加计抵减额的纳税申报，无需提交加计抵减声明，
相应名单已导入申报系统，纳税人在申报界面按提示申报享
受。需要注意的是即征即退项目与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的填

◆七、加计抵减的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

◆八、加计抵减的纳税申报及税务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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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如何纳税人不具备当前有效的即征即
退备案资格时，《附列资料（四）》仅允
许填写“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如果具备均
可填写。申报步骤如下：

1、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
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选择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
人））。

2、符合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的，企业
系统会自动推送提示信息：“自2023年1月1
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允许先进制造业企
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
纳增值税税额。您可以享受该项政策，请
按照提示填写2023年1月至今相关进项税额
和加计抵减额。”，“确定”即可。

3、切换报表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
表附列资料（四）（税额抵减情况表）”。

4、点击“一般项目加计抵减—本期发生
额”，系统会自动弹出按照1-10月进项税额
计算的加计抵减发生额。注意：若本期存
在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情形，需要手工
填写“本期调减额”栏次，无需修改“本期发
生额”自动生成数：（1）如果为出口退税企
业（即本年1-10月发生过出口退税），且
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
额，需按上文政策要点所列公式，分所属
期计算出1-10月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
项税额，在 “本期调减额 ” 中手动填写；
（2）如果为即征即退企业（即本年1-10月
发生过即征即退），会弹出要求分列
202310所属期一般项目、即征即退项目进
项税额的界面，填写后点击“确认”，附表四
会显示1-10月一般项目、即征即退项目加
计抵减发生额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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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常完成其他报表及附加报表的申报，保存并完成申报。

明确以上内容后，为了各种加计抵减情形核算的准确性以及留存备查的政策要求，建
议企业建立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额备查账，详细准确记录对加计抵减额的计
提、抵减、调减、结余等变动情况。后附《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额辅助账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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