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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普通发票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规

范网络发票的开具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

办法》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网络发票管理系

统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办理网络发票管理系统的开户登

记、网上领取发票手续、在线开具、传输、查验和缴销等事

项，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网络发票是指符合国家税务总局

统一标准并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公布的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发票。国

家积极推广使用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发票。

第四条 税务机关应加强网络发票的管理，确保网络

发票的安全、唯一、便利，并提供便捷的网络发票信息查询

渠道；应通过应用网络发票数据分析，提高信息管税水平。

第五条 税务机关应根据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的经

营情况，核定其在线开具网络发票的种类、行业类别、开票

限额等内容。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变更网络发票核

定内容的，可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经税务机关确认，

予以变更。

第六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开具网络发票应登录

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如实完整填写发票的相关内容及数据，

确认保存后打印发票。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在线开具的

网络发票，经系统自动保存数据后即完成开票信息的确认、

查验。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取得网络发票时，应及时查询验

证网络发票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对不符合规定的发票，

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

第八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开具红字发票

的，必须收回原网络发票全部联次或取得受票方出具的有

效证明，通过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开具金额为负数的红字网

络发票。

第九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作废开具的网络发

票，应收回原网络发票全部联次，注明“作废”，并在网络发

票管理系统中进行发票作废处理。

第十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变更或者

注销税务登记的同时，办理网络发票管理系统的用户变更、

注销手续并缴销空白发票。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根据发票管理的需要，可以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通过网络发票管理系统

代开网络发票。税务机关应当与受托代开发票的单位签订

协议，明确代开网络发票的种类、对象、内容和相关责任等

内容。

第十二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在线开具

网络发票，不得利用网络发票进行转借、转让、虚开发票及

其他违法活动。

第十三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在网络出现故障，

无法在线开具发票时，可离线开具发票。开具发票后，不得

改动开票信息，并于48小时内上传开票信息。
第十四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省以上税务机关在确保网络发票电子信息

正确生成、可靠存储、查询验证、安全唯一等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试行电子发票。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2013年2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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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承担方原则。特殊目的实体是为控制方服务的，其主要收益

及主要风险都由控制方承担。因此，特殊目的实体的主要受益

方和风险承担方往往是唯一的。在修订稿的基础上增加这两

个原则，可以包含修订稿中未能覆盖的情况，使之更加全面，

在判断时也更加直观简便。

3援 完善可变回报的定义。修订稿规定，投资方自被投资
方取得的，会随着被投资方业绩而变动的回报视为可变回报，

并将投资方持有债券收取的固定利息和投资者管理公司收取

的固定管理费作为可变回报。但从长期股权投资的本质看，这

样的定义和列举是不恰当的。控制方控制子公司，是为了通过

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改善其经营业绩，从而最大限度地

增加可变回报。股东收取的利息和固定管理费，不仅数量相对

固定，且只要公司正常运转就能够收到。该收益与被投资方的

经营业绩不密切相关，也不是投资者投资被投资方的最终目

的。因此，笔者建议将可变回报定义为与被投资方的经营业绩

“密切”相关的，会随着管理者的努力而变动的收益权，其主

要是分红权。同时，也应规定，投资者收取的相对固定的收益

不属于可变回报。

4援 将合并范围扩大到非营利组织。随着经济的发展，一
些大型的非营利组织已经开始自给自足，开办下属企业经营

盈利。而我国目前尚未对非营利组织的合并财务报表问题作

出规定，缺乏对非营利组织及其下属企业的监督。因此，笔者

建议，应将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范围扩大到非营利组织中，要

求下属经营性企业的非营利组织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同时，也

有许多国有或民营企业设立自己的非营利组织。为防止这些

机构利用非营利组织转移资产粉饰报表，也应要求设立非营

利组织的企业将其下属非营利组织纳入合并范围，以便更清

晰地展示其财务信息，增强社会监督。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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