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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医疗救治 

（一）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1.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 

2.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医疗机构

接受其他医疗机构委托，按照不高于地（市）级以上价格主

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医疗

服务指导价格（包括政府指导价和按照规定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的价格等），提供《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所列

的各项服务，可适用前款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政策依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

36 号附件 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等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9〕20 号） 

【享受主体】 

医疗机构 

【政策解读】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称新冠疫情）防控

工作中，医疗机构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提供的医疗

服务，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医疗机构之间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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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惠政策。同时，需要注意： 

第一，本条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国务院《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49 号）及卫生部《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35 号）的规定，经登记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以及军队、武警部队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具体包括:各级各类医院、门诊部(所)、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急救中心(站)、城乡卫生院、护理院(所)、

疗养院、临床检验中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举办的卫生防

疫站(疾病控制中心)、各种专科疾病防治站(所)，各级政府

举办的妇幼保健所(站)、母婴保健机构、儿童保健机构，各

级政府举办的血站(血液中心)等医疗机构。 

      第二，本条第 1 项所称医疗服务，是指医疗机构按照不

高于地（市）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及

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医疗服务指导价格（包括政府指导价和

按照规定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等）为就医者提供《全

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所列的各项服务，以及医疗机构

向社会提供卫生防疫、卫生检疫的服务。 

第三，本条第 2项关于医疗机构之间提供免税医疗服务，

也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医疗服务价格不高于地（市）级以

上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制

定的医疗服务指导价格（包括政府指导价和按照规定由供需

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等）；二是免税医疗服务的范围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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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所列的各项服务。 

【热点问题】 

问：我单位是一家市属医院，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是本市第一批开设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的医院。

我单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提供的核酸检测、血液

检验、影像学诊断、临床诊断等医疗服务，是否需要缴纳增

值税？ 

答：你单位按照不高于地（市）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会

同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医疗服务指导

价格（包括政府指导价和按照规定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价

格等），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提供《全国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规范》所列的医疗服务，可按照现行规定享受免征

增值税优惠政策。 

（二）医疗机构自产自用制剂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对

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

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 年内对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

增值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0〕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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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体】 

医疗机构 

【政策解读】 

按照相关规定，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

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对营利

性医疗机构，满足一定条件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

疗卫生条件），自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 3 年内，其自产自用

的制剂也免征增值税。 

【热点问答】 

问：我医院为非营利性医院，为治疗新冠肺炎，我们自

制了 B 药品投入使用。我医院需要就自产自用的 B 药品计算

缴纳增值税吗？  

答：如果你医院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产自用的制剂

可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三）血站供应临床用血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对血站供应给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血站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9〕264 号） 

【享受主体】 

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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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为推动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考虑血站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规定，由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从事采集、提供临床用血，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对其供应给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免

征增值税。 

【热点问答】 

问：我们血站为了抗击新冠疫情，向本地各大医院供应

临床用血，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你单位供应给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可享受免征增

值税政策。 

（四）卫生防疫站调拨或发放疫苗增值税政策 

【政策内容】 

对卫生防疫站调拨或发放的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免费防

疫苗不征收增值税。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卫生防疫站调拨生物制品及药械

征收增值税的批复》（国税函〔1999〕191 号） 

【享受主体】 

卫生防疫站 

【政策解读】 

卫生防疫站调拨或发放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免费防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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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无需缴纳增值税。为与国际接轨，同时中国实行疾

病控制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各级卫生防疫站自 2002 年开

始，陆续分离出卫生监督所（局）后，改称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CDC）。因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样适用上述政策。 

【热点问答】 

问：我单位是一家疾控中心，为抗击新冠疫情，现在科

研人员正在抓紧研发疫苗。若疫苗研发成功，我单位调拨或

者发放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免费防疫苗，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拨或者发放由政府财政负担的

免费防疫苗，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五）为患者后续免费提供创新药不征收增值税 

【政策内容】 

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自产创新药的销售额，为向购买方收

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其提供给患者后续免费使用的相

同创新药，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范围。 

创新药，是指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注册、

获批前未曾在中国境内外上市销售，通过合成或者半合成方

法制得的原料药及其制剂。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新药后续免费使用有关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 号）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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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企业 

【政策解读】  

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创新药，其销售额为实际收取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患者使用该创新药后，出于降低患

者负担或者跟踪疗效等目的，生产企业后续向患者提供的免

费使用的相同创新药，不属于“视同销售”的范畴，不需要

就免费提供给患者使用的部分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 

【热点问答】 

问：我公司为药品生产企业，研制的 A 创新药对于治疗

新冠肺炎有积极作用。为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对使用我公司

A 药品的患者，后续免费赠送一个疗程 A 药品，需要就免费

赠送 A 药品计算缴纳增值税吗？ 

答：A 药品属于创新药，你公司销售 A 药品的收入为实

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照现行规定，你公司提供

给患者后续免费使用的相同创新药，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

范围，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二、支持医学科研攻关 

（六）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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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

36 号附件 3） 

【享受主体】 

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的纳税人 

【政策解读】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科研机构、企业、个人研究

者等发生与应对新冠疫情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与之

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可按现行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

政策。比如，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抗病毒药品、疫苗的技术

研发、技术转让等。 

本条所称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

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

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

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

务活动。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是指转让方(或者受托方)根据技术转让或者开发合同

的规定，为帮助受让方(或者委托方)掌握所转让(或者委托

开发)的技术，而提供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且这部

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价款与技术转让或者技术开发的

价款应当在同一张发票上开具。 



12 

 

【热点问答】 

问：我单位将自行研发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技

术转让给某药品企业生产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纸，是否需要

缴纳增值税？ 

答：你单位将研发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技术转

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

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附件 3）的有关规定，

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七）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还增值税 

【政策内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继续对内资研发

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上述“设备”，是指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

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装置和器械。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

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1 号） 

【享受主体】 

研发机构 

【政策解读】 

为防控新冠疫情，一些研发机构开展了针对此次新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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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病毒的疫苗、试剂等研发工作，采购的国产设备属于《科

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1 号附件 2）所列范围的，可以享受全

额退还增值税政策。享受政策的研发机构具体类别如下： 

（1）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科

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

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 

（2）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

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3）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4）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5）科技部核定的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所属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科技主管部门核定的本级政府所属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 

（6）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

政部门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7）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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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技术类）； 

（8）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

高等学校（以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名单为准）； 

（9）符合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91号

第二条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 

（10）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

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和学校。 

【热点问答】 

问：我单位是国家重点实验室，近期为研发抗击新冠疫

情相关药物而采购的国产设备能否退还增值税？ 

答：你单位采购的国产设备如果属于《科技开发、科学

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1 号附件 2）所列范围的，则可按现行规定，向税务机

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 

三、支持物资供应 

（八）蔬菜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137 号） 

【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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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 

【政策解读】 

为全力支持保障好群众的“菜篮子”，切实降低百姓购

买蔬菜的生活负担，国家对于蔬菜实行全环节免征增值税。

如超市、菜市场、小卖部等批发、零售环节纳税人销售的蔬

菜，均免征增值税。 

【热点问答】 

问：我是湖北省武汉市一家大型商超企业，为切实保障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市民能够随时购买到新鲜蔬菜，我单位与

山东寿光蔬菜生产企业直接对接，我们销售的蔬菜产品是否

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你单位和寿光蔬菜生产企业销售的蔬菜产品，按照

现行增值税政策，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九）部分鲜活肉蛋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对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

产品免征增值税。 

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肉产品，是指猪、牛、羊、鸡、

鸭、鹅及其整块或者分割的鲜肉、冷藏或者冷冻肉，内

脏、头、尾、骨、蹄、翅、爪等组织。免征增值税的鲜活

蛋产品，是指鸡蛋、鸭蛋、鹅蛋，包括鲜蛋、冷藏蛋以及

对其进行破壳分离的蛋液、蛋黄和蛋壳。上述产品中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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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国家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鲜活肉类、蛋类产品。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

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75 号） 

【享受主体】 

从事鲜活肉蛋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 

【政策解读】 

猪、牛、羊、鸡、鸭、鹅以及鸡蛋、鸭蛋、鹅蛋等鲜活

肉蛋产品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切实降低百姓购买上

述鲜活肉蛋产品的生活负担，确保“菜篮子”持续稳定供应，

国家对规定范围内的鲜活肉蛋产品实行全环节免征增值税，

如超市、肉联厂、小卖部等批发、零售环节纳税人销售鲜活

肉蛋产品，均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热点问答】 

问：我是湖北省黄冈市一家专门经营猪、牛、羊肉的批

发企业，对接黄冈市内各大超市。为保障黄冈市民新冠疫情

期间吃上放心肉，我们想方设法从各地调运了大量鲜活猪、

牛、羊肉。请问我们销售给超市的鲜活肉产品是否需要缴纳

增值税？ 

答：按照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你单位和各超市企业销

售的鲜活肉蛋产品，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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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家储备粮食、大豆销售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对承担粮食、大豆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的

粮食和大豆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征免问题

的通知》（财税字〔1999〕198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储备大豆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38 号） 

【享受主体】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政策解读】 

粮食和大豆是居民生活必需品，关系到居民基本生活保

障和市场物价稳定。为支持和配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做好

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国家规定，承担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销售的粮食和大豆，按照现行规定免征增值税。 

【热点问答】 

问：我单位是襄阳市一家承担粮食、大豆收储任务的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为保障市民

生活品供应，稳定市场物价，按照政府部署向市场投放了大

量储备粮食和大豆，请问我们对该类业务是否需要缴纳增值

税？ 



18 

 

答：你单位为承担粮食、大豆收储任务的国有购销企业，

按照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你单位销售的储备粮食和大豆，

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十一）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销售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的销售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征免问题

的通知》（财税字〔1999〕198号） 

【享受主体】 

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企业 

【政策解读】 

食用植物油是居民生活必需品，关系到居民基本生活保

障和市场物价稳定。为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国家规定，

有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销售业务的企业销售的储备食用植

物油，可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热点问答】 

    问：我单位是一家承担政府收储任务的企业，在此次新

冠抗击疫情过程中，为保障武汉市居民食用油的供应，按照

国家指令向市场投放了大量库存的储备食用植物油，请问我

们对该类业务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你单位销售的政府储备食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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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油，可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四、鼓励公益捐赠 

（十二）无偿销售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用于公益事

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不征收增值税 

【政策内容】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

务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无需视同销售服

务，不缴纳增值税。 

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

或者不动产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 无需视

同销售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不缴纳增值税。 

【政策依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

号附件 1） 

【享受主体】 

无偿销售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

社会公众为对象的纳税人。 

【政策解读】 

社会各界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无偿提

供服务、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的义举。例如：无偿提

供运输服务向疫区输送医用物资；无偿提供建筑服务向疫区

援建医疗场所；无偿提供房屋供临时医疗场所收治病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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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转让相关专利技术使用权以研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药

品、疫苗等等。上述无偿提供服务、无偿转让无形资产等行

为，属于用于公益事业或以社会公众为对象，无需视同销售，

不缴纳增值税。 

【热点问答】 

问：为抗击新冠疫情，我单位援建湖北武汉火神山医院，

无偿提供建筑设计、建筑施工等服务，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你单位为抗击新冠疫情无偿提供的建筑设计、建筑

施工等服务，属于无偿提供服务用于公益事业，无需视同销

售，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十三）防控疫情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 

【政策内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

受赠人捐赠的用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

物资等实行更优惠的进口税收政策： 

1.适度扩大《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

定的免税进口范围，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

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1）进口物资增加试剂，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护车、

防疫车、消毒用车、应急指挥车。 

（2）免税范围增加国内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个人以及来华或在华的外国公民从境外或海关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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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区域进口并直接捐赠；境内加工贸易企业捐赠。捐赠物

资应直接用于防控疫情且符合前述第（1）项或《慈善捐赠物

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 

（3）受赠人增加省级民政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省级

民政部门将指定的单位名单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及省级税

务部门。 

2.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情

物资免征关税。 

3.《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

税政策的公告》项下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

退还。其中，已征税进口且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

可凭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进口物资增值税进项税额未抵扣证明》，向海关申请办理

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手续；已申报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仅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消费税手续。有关进口单位应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向海关办理退税手续。 

【政策依据】 

《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

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02 号）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海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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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6 号） 

【享受主体】 

进口防控新冠疫情等相关捐赠物资的单位和个人 

【政策解读】 

当前，新冠疫情防控涉及面广，国内外踊跃捐赠，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积极组织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决打赢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国家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3 月 31 日，实行更优惠的进口税收政策：一是适度扩大

《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的免税进口物

资范围、免税主体范围等，对捐赠用于新冠疫情防控的进口

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二是对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新冠疫情物资免征

进口关税。三是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

四是免税进口物资可先登记放行，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热点问答】 

问：为抗击新冠疫情，我单位从境外进口相关物资，受

赠人为省级民政部门，在进口时已缴纳税款，后续是否可以

申请退税？ 

答：你单位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

间进口的物资，符合上述第 1 条第（1）项或《慈善捐赠物资

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如前期已征税进口，且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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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增值税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可在 2020年 9月

30 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出具《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增值税进项税额未抵扣证明》手续，

用以向海关申请退还相应已缴税款；如进口环节增值税已申

报进项税额抵扣，则相应进口环节已缴增值税不予退还。 

五、支持受疫情影响主体 

（十四）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标准以下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政策解读】 

为切实减轻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支持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国家规定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按季申报的，季度销售额

30 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热点问答】 

问：我经营一家饭馆，是按季纳税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受新冠疫情影响，自今年春节开始就停止营业，估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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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20 万元，且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问

是否还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

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您属于小规模纳税人，且一季度销售额仅为 20 万元，按照规

定，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 

（十五）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政策内容】 

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符合条件

的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

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本条所称小额贷款，是指单户授信小于 1000 万元（含本

数）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信额

度的，是指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 1000 万元（含本

数）以下的贷款。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91 号） 

【享受主体】 

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已通过监管部门上一

年度“两增两控”考核的金融机构，以及经人民银行、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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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

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政策解读】 

受此次新冠疫情影响，一些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减少，

甚至停摆，但纳税人不得不承担人员开支、房租等固定支出，

现金流紧张，需要通过融资解决生存问题，特别是小微企业

抗风险能力弱，融资需求更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对符合

条件的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

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

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需要说明的是，金融机构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

适用免税：（1）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发放的，利率水平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0%（含本

数）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高于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 150%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按照现

行政策规定缴纳增值税。（2）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中，不高于该笔贷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0%（含本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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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息收入部分，免征增值税；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政策规

定缴纳增值税。 

    【热点问题】 

问：我银行已通过监管部门上一年度“两增两控”考核，

于近日向某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的小微企业发放单笔贷款

合同金额 400 万元的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可否享受免税？ 

答：你银行向该小微企业发放小额贷款，如该小微企业

授信小于 1000 万元（含本数），或该小微企业没有授信额度

且贷款余额在 1000 万元（含本数）以下的，可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91 号）的有关规定，享受相关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 

（十六）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政策内容】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1）部分先进制造业为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其他行

业为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

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 

（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

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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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

及以上的； 

（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政策的。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 

【享受主体】 

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政策解读】 

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一般纳税人），如餐饮企

业等可能因之前大量采购原材料、同时销售额严重下滑等形

成增值税留抵税额；一些为抗击新冠疫情加大医疗物资生产

的企业，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采购设备、原材料等扩大产

能而形成增值税留抵税额。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上述企业如

果符合留抵退税条件，可以按规定申请留抵退税，以增加企

业现金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尤其是部分先进制造业的纳

税人,退税周期更短，力度更大，可以按月申请退还全部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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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抵税额。 

【热点问答】 

问：我公司是一家医疗仪器设备制造企业，主要生产空

气消毒机。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抗击新冠疫情，我公司刚

新购入一条生产线，预计 2 月底增量留抵税额将超过 70 万

元。请问我公司是否可以办理留抵退税？ 

答：如果你公司属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

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规定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并

符合留抵退税的相关条件，可以按月申请全额退还增量留抵

税额。您可以在 3 月份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留抵

退税申请，税务机关受理后将按规定为您办理留抵退税业务。 

（十七）增值税加计抵减 

【政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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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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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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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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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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

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7 号） 

【享受主体】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政策解读】 

受此次新冠疫情影响，一些行业的销售额将有不同程度

下降，尤其是餐饮、住宿、旅游、教育、文化等服务于居民

日常生活的服务行业。按照现行政策规定，2021 年底前，生

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按照当期可抵扣

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可以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应纳税

额。加计抵减政策作为一项 2019 年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配套

措施，在 2020 年将继续发挥积极的税收支持作用，助力生



30 

 

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走出经营困难，积极应对新冠疫情。 

【热点问答】 

问：我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幼儿英语培训的机构，提供

线上课程和线下教学，刚刚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此次新

冠疫情冲击了我公司线下业务，目前转为集中开展线上课程。

请问，我公司可以享受什么优惠政策吗？ 

答：培训等非学历教育服务属于生活服务的范围。如果

你公司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等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

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可以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7 号）的规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按

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 

（十八）不动产免租期不征收增值税 

【政策内容】 

纳税人出租不动产，租赁合同中约定免租期的，不属于

视同销售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价款扣除时间等增值税征管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86 号） 

【享受主体】 

出租不动产的纳税人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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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受疫情防控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各地纷纷倡议

为延迟复工的企业和租户减免租金，减轻延迟复工企业的负

担。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纳税人出租不动产，租赁合同中约

定免租期的，无需视同销售服务，不征收增值税。因此，对

于不动产出租方给予租户的租金减免，无需视同销售，不征

收增值税。 

【热点问答】 

问：某物业管理公司有一栋写字楼出租，受此次疫情影

响，其租户都延迟了复工，该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向所

有商户发出了减免一个月租金的通知，与大家携手共渡难关。

请问，该公司为租户提供的免租期是否需要视同销售缴纳增

值税？ 

答：该公司对不动产承租方进行的租金减免，不属于“视

同销售”的范畴，不需要就免租期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