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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国务院批准, 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

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营改增试点”)。为配合此次营

改增试点,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国家税务局、上海地方税务局等部

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其中多次提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使用规定。近期,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上海市地方税

务局第三分局在网站公布了《关于重申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有关问

题的宣传提纲》1(以下简称“宣传提纲”), 再次强调规范使用增值税专

用发票。 

 
规范性文件 

 
除了宣传提纲, 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营改增配套文件还包括: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77 号, 2011 年 12 月

26 日颁布, 以下简称“77 号公告”)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

申报事项的公告(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1 年第 5 号, 2011 年 12 月 19 日颁布, 以下简称“5 号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启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74 号, 2011 年 12 月 15 日颁布, 以
下简称“74 号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66 号, 2011 年 12 月 02 日颁布, 以下

简称“66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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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上海市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号, 2011年 11月 16日颁布, 以下简

称“111 号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 号, 2011 年

11 月 16 日颁布, 以下简称“110 号文”) 

 
我们的分析 

 
 服务提供方开票应符合规定 

 
早在 2006 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 号, 以
下简称“156 号文”)中就已经明确, 一般纳税人应通过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领购、开具、缴销、认证

纸质专用发票及其相应的数据电文。此次营改增试点启动之际, 上海又在宣传提纲中再次重申了这

一要求。此外, 77 号公告对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控系统使用问题、货运专用发票开

具和管理有关问题进行了界定。据此,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试点地区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

应税劳务、提供应税服务(提供货物运输服务除外), 应向接受方(个人除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

值税普通发票; 一般纳税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统一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2和普通发票。小

规模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专用发票。 同时, 5 号公告要求上海市增值税试点纳税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所属期)起, 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 并提供已开具的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存根联作

为备查资料。 

 
 服务接受方需凭“票”抵扣 

 
专用发票是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提供应税服务开具的发票, 对于服务接受方而言, 
是据以抵扣进项税额的法定凭证。 
 

－ 专用发票属法定抵扣凭证 

 
根据 5 号公告以及 66 号公告,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所属期)起, 上海市增值税试点纳税人均应

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 同时也要提供符合抵扣条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专用发票抵扣联等抵

扣凭证作为备查资料。对于非试点纳税人而言, 接受试点纳税人(服务提供方)提供的应税服务, 
其从试点纳税人取得的专用发票亦属于增值税法定抵扣凭证。 

 
－ 抵扣金额 
 

关于抵扣的金额, 根据宣传提纲、110 号文、111 号文以及 156 号文规定, 一般纳税人接受试

点纳税人提供的应税服务, 其取得的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 准予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税法同时规定, 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包括专用发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的, 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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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接受方应注意发票是否符合开具要求 

 
对于专用发票, 除需通过认证外, 服务接受方还应注意专用发票是否符合下列开具要求: i)、
项目齐全, 与实际交易相符; ii) 、字迹清楚, 不得压线、错格; iii)、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

专用章; iv)、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开具。对不符合上列要求的专用发票, 服务接受

方有权拒收。 

 
 增值税销售额扣除以凭证为前提 

 
作为营业税差额征税待遇的延续, 111 号文(附件 2)规定, 试点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 按照有关原营

业税规定差额征收营业税的, 允许其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给非试点纳税人价款

后的余额为销售额。111 号文同时强调, 试点纳税人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 应当取得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的凭证, 如发票等。否则, 不得扣除。 
 

结语 

 
目前而言, 在“以票控税”的前提下, 专用发票的管理与中国内地增值税制度密不可分。如上所述, 专用发

票除了能作为财务记账凭证和所得税扣除凭证外, 更具有抵扣进项税金功能。对于原营业税纳税人而言, 
营改增试点所带来的专用发票内部管理难度和风险控制要求远高于原先的普通发票管理。作为此次营改

增试点的关键环节之一, 我们提醒纳税人对专用发票内部管理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将进一步关注营改增

后续的进展, 并通过发表有关文章和举办相关讲座等形式继续分享我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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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本文之目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统称专用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