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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项加计抵减政策的概念 

    

     加计抵减10%政策：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
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 

（财税2019年39号文） 

 

     加计抵减15%政策：自2019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日，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额加计15%，抵减应纳税额。 

（财税2019年87号文） 

 

 



       

二、政策适用主体 

 

       加计抵减10%政策：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
下称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

的纳税人。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 

       

       加计抵减15%政策：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
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 

 

 
 

 



       

三、销售额的确定（以加计抵减10%为例） 

（一）四项服务 

邮政服务：是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邮
件寄递、邮政汇兑和机要通信等邮政基本服务的业务活动。
包括邮政普遍服务、邮政特殊服务和其他邮政服务。 

一般快递公司寄送快递：现代服务（物流辅助服务） 

 

电信服务：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等
各种通信网络资源，提供语音通话服务，传送、发射、接收
应用图像、短信等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业务活动。包括基础电
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 

 

     

 

 

     

 
 

 



 

  

现代服务：是指围绕制造业、文化产业、现代物流产业等提供技术
性、知识性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
视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 

1、货物运输：属于交通运输服务；货物运输代理：属于现代服务
（经纪代理服务） 

2、不动产出租：属于现代服务（不动产经营租赁）；不动产销售：
不属于服务 
 

生活服务：是指为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类服务活动。
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 
 

 



（二）销售额的规定 

 

1、四项服务销售额是指四项服务销售额的合计数 

2、在计算四项服务销售占比时，销售额包括申报销售额（应税及

免税、出口及非出口的）、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销售。 

3、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可以参与四项服务

占比50%判断，但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能参与加计抵减发生额计

提。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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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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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销售额的规定 

 

4、不仅指纳税人在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以后的销售额，也包

括其小规模纳税人期间的销售额。 

如：A公司2020年1月成立，2020年9月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A公司仍然以2020年1月-2020年12月期间的销售额判断是

否适用政策 

5、纳税人享受差额征税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参与计算。 



       

四、判断是否符合加计抵减条件 

 

财税2019年39号：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

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

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 

 

         

  
 



判断次年是否适用政策： 

 

对于老企业： 

2020年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是根据2019年全年四项服务是否
达标判断； 

2021年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是根据2020年全年四项服务是否
达标判断。 

 

注意：当年享受与否，不影响次年的判断。（每个年度独立判断） 

       如：A公司是老企业，2019年1月-12月提供邮政、电信、现
代、生活服务销售额比重未超过50%，因此2020年度不适用加
计抵减政策。 

       但2021年度能否享受，根据2020年全年的销售额判断。 



判断次年是否适用政策： 

 

对于新企业：（看3个月） 

        2020年新成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3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
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特殊的新企业：（从有销售额起看3个月） 

        2020年新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销售额均为0，从产生
销售额的当月起往后推3个月确定。 

 

举例：A企业2020年5月1日成立，5月、6月、7月销售额均为0 ，
到2020年8月开始有销售额，以2020年8月—10月的销售额判断。 



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 

（是指一个自然年度内不再调整，而不是指连续12个月。） 

 

有余额未抵减完毕，但次年不适用政策怎么办？ 

纳税人在2020年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但由于2020年四项

服务未达标导致2021年不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如果2020

年有结余的加计抵减余额未抵减完毕，2021年仍可以继续

将余额抵减完毕。 



五、加计抵减额的计算 

 

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10%计提当期加计抵减额。 

公式：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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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          

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注意点： 

1、并不是全部进项税额转出都要调减加计抵减额。 

只有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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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要遵循加计抵减额的填报逻辑 
（不考虑期初余额前提下，当期可抵扣进项100，已计提的进项转出50）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发生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发生额 

                                       =10-5 

错误做法，直接加计抵减发生额填5 

 

3、纳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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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纳税人应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抵减、调减、
结余等变动情况。骗取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或虚增加计抵减额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
理。 

 

        5、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
减额，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申报表填写示例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申报表填写 

 

 案例：某企业自2020年5月1日成立，自2020年5月1日起登记为一般纳
税人。在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期间，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取得不含税
销售额600000元，销售货物取得不含税销售额400000元，抵扣的进项
税额合计为60000元，2020年7月期末留抵税额为0。该企业2020年8
月份发生销项税额100000元，取得进项税额50000元。 

 

 第一步：判断2020年度资质 

 该企业在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期间，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现代服务）
取得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比重=600000÷（600000+400000）=60%，
超过50%，适用加计抵减10%政策。企业可于2020年8月通过电子税务
局提交2020年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确认适用政策有效期
为2020年5月至2020年12月。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申报表填写 

 

 案例：某企业自2020年5月1日成立，自2020年5月1日起登记为一般纳
税人。在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期间，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取得不含税
销售额600000元，销售货物取得不含税销售额400000元，抵扣的进项
税额合计为60000元，2020年7月期末留抵税额为0。该企业2020年8
月份发生销项税额100000元，取得进项税额50000元。 

 

 第二步：计算加计抵减发生额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相关规定，纳税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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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已抵扣的进项税额可以在2020
年8月一并计提加计抵减额。 

 企业2020年8月可计提的加计抵减税额=（60000+50000）
×10%=11000（元）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申报表填写 

 

 案例：某企业自2020年5月1日成立，自2020年5月1日起登记为一般纳
税人。在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期间，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取得不含税
销售额600000元，销售货物取得不含税销售额400000元，抵扣的进项
税额合计为60000元，2020年7月期末留抵税额为0。该企业2020年8
月份发生销项税额100000元，取得进项税额50000元。 

 

 第三步：计算当期应纳税额 

 一般项目下应纳税额=抵减前应纳税额- 加计抵减实际抵减额 

 抵减前应纳税额=本期销项税额-本期进项税额-上期期末留抵税额
=100000-50000-0=50000（元） 

 加计抵减后应纳税额=抵减前应纳税额-加计抵减实际抵减额 

                                       =50000-11000=39000（元） 

 

 







 续例一： 

 

 该企业前期取得的进项在2020年8月发生销货退回，进项转出
5000元，这部分进项已计提过加计抵减额，应当一并调减加计
抵减额。 

 

 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5000 × 10%=500 

 企业2020年8月实际的加计抵减额=发生额-调减额 

                                                              =11000-500 

                                                              =10500（元）                                                              



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500 



 续例二：某企业自2020年5月1日成立，自2020年5月1日起登记为一般
纳税人。在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期间，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取得不含
税销售额600000元，销售货物取得不含税销售额400000元，抵扣的进
项税额合计为60000元，2020年7月期末留抵税额为0。该企业2020年8

月份发生销项税额100000元，取得进项税额50000元。 

 

 该企业2021年度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如何判断？ 

 以2020年5月-12月销售额是否达标判断。 

 

 总结：2020年度加计抵减条件：新企业，看三个月（5月-7月） 

               2021年度加计抵减条件：老企业，看全年（5月-12月）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