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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7月，《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

税的通知》（财税［2013］52号）规定，为进一步扶持小微企

业发展，自 2013年 8月 1日起，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

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

增值税；对营业税纳税人中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

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营业税。

2013年8月底，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细则：第一，部分纳

税人可以一个季度为纳税期限，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

超过6万元（含6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

增值税或营业税。第二，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企

业和非企业性单位，兼营营业税应税项目的，应该分别核

算增值税应税项目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项目营业额。第

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月销

售额不超过2万元（按季纳税6万元）的，当期因代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含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

已经缴纳的税款，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后可以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退还。

可见，免税新政表现出了政府对小微企业支持的决

心。但其实对于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到了基层已经完全

变味，也就是说到了基层有可能会落空。

一、免税新政存在落空的可能性

1. 政策的制定其实缺乏对各省实际情况的考虑。免

税新政一出台，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这样的政策能惠及

多少企业，财政部称将惠及600万户。但据世界银行统计，

我国目前约有 6 000万家中小微企业，也即仅有 10%的受

惠，政策受惠面比较窄。税务局的相关人士认为，有些地

方100%的小微企业都能超过2万元的起征额。因此，现在

的税收优惠政策要考虑地方情况，做一个切合实际的规

划，各地发展不均衡，每个省的实际经济情况不一样。减

税免征额最好有个跨度，同时赋予每个省一定的减税跨

度选择的权力。

2. 开出增值税发票全部联次追回才可申请税款退

还，导致小微企业很难享受免税优惠。关于细则中明确的

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按季纳税6万元）的，当期因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

发票已经缴纳的税款，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后可以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规定让想享受免税新政的小

微企业很无奈。

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沿袭以前的税务政策，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增值税起征点调整后有关问题的批复》（国税

函［2003］1396号）中规定“对销售额未达到起征点的个体

工商业户，税务机关不得为其代开专用发票”。但是，如果

你当月单笔专用发票代开额超过起征点的或当月累计销

售额超过起征点，可以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意思很明白，没有超过起征点，不代开专用发

票，不用交税；超过起征点，代开发票，就要交税。这在以

前影响不大，但当前国家正在推行营改增，购买方拿不到

增值税专用发票，就不能抵扣。想交易成功，就得开发票，

开了发票就要交税，当期没达到起征点想免税就得追回

开出发票全部联次退回税局再申请退还税款。

这一条基本做空了小微企业享受免税新政的积极

性，不开发票，生意还怎么做？但开发票就得交税，那免税

新政就享受不了了。

二、防止新政落空的建议

1. 免税企业的申报要简化。财政部《关于免征小型微

型企业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规定，对依照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号认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免征发票工

本费，此项属于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对于小微企业享受

免税新政的优惠，属于税收减免，需进行减免税备案或报

批。以上两项政策可以衔接，对于已认定的专用发票已免

收工本费的小微企业，向税局提出申请享受免税优惠时，

可以简化手续再进行认定。

2. 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注意可操作性。本

次免税新政，如果能把起征点改为免征额，更能促进小微

企业的发展。另外，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深度还不够，有些

小微企业对国家及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不太了

解。本次的免税新政，若月销售额不超过 2万元所代开的

增值税票不是全联追回，而是采取退税政策或冲抵以后

的税款，这样就更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更具有可操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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