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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0_BC_E7_A8_8E_E5_c46_546190.htm 一、凡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为小规模纳税人 （一）、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以

下简称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100万元的工业企业； （二）、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180万元的商业企业； （三）、经主管税

务机关审核不符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条件的纳税人。 二

、申报缴款期限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一日、三日、五日

、十日、十五日或者一个月。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

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

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

税的，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纳税申报；以一日、三日、五日

、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五日内预缴

税款，于次月一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三、办理纳税申报须报送的资料 （一）、《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 五、《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

列资料》填表说明 （一）本表“税款所属时间”是指纳税人

申报的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所属时间，应填写具体的起止年、

月、日。 （二）本表“纳税人名称”栏，填写纳税人单位名

称全称，不得填写简称。 （三）本表“职工人数”栏，填写

纳税人单位的全部职工人数。 （四）本表“经营场所产权所

属”栏，填写纳税人经营场所的产权所有人。 （五）本表“

经营场所面积”栏，填写纳税人经营场所的实际面积。 （六

）本表第1项“工业企业专用发票”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

工业企业专用发票的购领、使用和结存情况。其中：“本月



销售额”栏数据，应填写纳税人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 （七

）本表第2项“商业企业专用发票”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

商业企业专用发票的购领、使用和结存情况。其中：“本月

销售额”栏数据，应填写纳税人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 （八

）本表第3项“修理修配业发票”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修

理修配业发票的购领、使用和结存情况。其中：“本月销售

额”栏数据，应填写纳税人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 （九）本

表第4项“小计”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工业企业专用发票

、商业企业专用发票、修理修配业发票的购领、使用和结存

情况的合计数。其中：“本月销售额”栏数据，应填写纳税

人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 （十）本表第5项“未开具发票”

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未开具发票的销售额情况。其中：

“本月销售额”栏数据，应填写纳税人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

。 （十一）本表第6项“合计”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工

业企业专用发票、商业企业专用发票、修理修配业发票的购

领、使用和结存情况及未开具发票的销售额情况的合计数。

其中：“本月销售额”栏数据，应填写纳税人取得的不含税

销售额。 （十二）本表第7项“现金”栏数据，分别填写纳

税人“现金”科目本期借方的月初余额数、本月发生额数和

月末余额数。 （十三）本表第8项“银行存款”栏数据，分

别填写纳税人“银行存款”科目本期借方的月初余额数、本

月发生额数和月末余额数。 （十四）本表第9项“应收帐款

”栏数据，分别填写纳税人“应收帐款”科目本期借方的月

初余额数、本月发生额数和月末余额数。 （十五）本表第10

项“现金收入”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以现金收入形式取

得的不含税销售额；“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



数之和。 （十六）本表第11项“银行收入”栏数据，填写纳

税人本期以银行收入形式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本年累计

”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十七）本表第12项“

应收帐款收入”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以应收帐款收入形

式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

各月数之和。 （十八）本表第13项“其他收入”栏数据，填

写纳税人本期除现金收入、银行收入和应收帐款收入形式以

外的其他收入形式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本年累计”栏数

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十九）本表第14项“合计”

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以现金收入、银行收入、应收帐款

收入和其他收入形式取得的不含税销售额的合计数；“本年

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二十）本表第15

项“存货”栏数据，分别填写纳税人“存货”科目本期借方

的月初库存金额数、本月入库金额数和月末库存金额数。 （

二）、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四、《增值税纳

税申报表（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填表说明 （一）本表“

税款所属时间”是指纳税人申报的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所属时

间，应填写具体的起止年、月、日。 （二）本表“填表日期

”指纳税人填写本表的具体日期。 （三）本表“纳税人识别

号”栏，填写税务机关为纳税人确定的识别号，即：税务登

记证号码。 （四）本表“纳税人名称”栏，填写纳税人单位

名称全称，不得填写简称。 （五）本表“法定代表人姓名”

栏，填写纳税人法人代表的姓名。 （六）本表“营业地址”

栏，填写纳税人营业地的详细地址。 （七）本表“开户银行

及帐号”栏，填写纳税人开户银行的名称和纳税人在该银行

的结算帐户号码。 （八）本表“行业类型”栏，只按“工业



”或“商业”类型划分填写。 （九）本表“联系电话”栏，

填写纳税人营业地的联系电话。 （十）本表第1项“（一）

应征增值税货物及劳务不含税销售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

本期按适用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的应税货物和应税劳务的不含

税销售额，包括在财务上不作销售但按税法规定应缴纳增值

税的视同销售货物和价外费用销售额，但不包括销售自己使

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以及税务、财政、审计

部门检查、并计算调整的销售额。“本月数”栏数据与本表

第4项“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销售额”“本月数”栏数据之

和，应等于《附列资料》第6栏“合计”中的“本月销售额”

栏数据减除“免税货物及劳务”栏数据。“本年累计”栏数

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对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按小

规模纳税人申报的企业，只填写按小规模纳税人申报期间的

各月数之和，下同）。“征收率”栏数据，填写主管税务机

关确定的适用征收率。 （十一）本表第2项“货物生产及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按适用征收率

缴纳增值税的货物生产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不含税销售

额，包括在财务上不作销售但按税法规定应缴纳增值税的视

同销售货物和价外费用销售额，但不包括税务、财政、审计

部门检查、并计算调整的销售额。“本年累计”栏数据，应

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征收率”栏数据，填写主管税务机

关确定的适用征收率。 （十二）本表第3项“货物批发、零

售”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按适用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的货

物批发、零售的不含税销售额。包括在财务上不作销售但按

税法规定应缴纳增值税的视同销售货物和价外费用销售额，

但不包括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并计算调整的销售额



。“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征收率

”栏数据，填写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适用征收率。 （十三）

本表第4项“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销售额”栏数据，填写纳

税人本期按适用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的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

资产的不含税销售额。“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

月数之和。“征收率”栏数据，填写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的适用征收率。 （十四）本表第6项“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

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

、并计算调整的应税货物和应税劳务的不含税销售额。“本

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十五）本表

第7项“免税货物及劳务销售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按

照税法规定直接免征增值税的货物及劳务的销售额。“本月

数”栏数据，应等于《附列资料》第6栏“合计”中的“免税

货物及劳务”栏数据。“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

月数之和。 （十六）本表第8项“其中：出口免税货物销售

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执行出口货物免税的销售额。

“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十七）本

表第9项“税务机关核定的不含税销售额”栏数据，填写纳税

人本期被税务机关核定的不含税销售额。“本年累计”栏数

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征收率”栏数据，填写主管

税务机关确定的适用征收率。 （十八）本表第10项“本期应

纳税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应缴纳增值税的合计数。

“本月数”栏数据的填写，应区别以下两种情况：①未被税

务机关采取核定征收的纳税人，“本月数”栏数据，应等于

本表第1、4、5项的“本月数”栏数据分别乘以“征收率”栏

数据后的合计数，再加上第11项的“本月数”栏数据；②被



税务机关采取核定征收的纳税人，“本月数”栏数据，应等

于本表第9项的“本月数”栏数据乘以“征收率”栏数据，再

加上第11项的“本月数”栏数据。如果被税务机关采取核定

征收的纳税人，按第②种方法计算的“本月数”栏数据小于

按第①种方法计算的数据，则应填写按第①种方法计算的“

本月数”栏数据。“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

之和。 （十九）本表第11项“其中：纳税检查调整的应纳税

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

、并按适用税率或征收率计算的应纳税额。“本年累计”栏

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二十）本表第12项“本期

减征的应纳税额”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税法规定减征

的应纳税额。“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 （二十一）本表第13项“本期实际应纳税额”栏数据，填

写纳税人“本期应纳税额”减除“本期减征的应纳税额”后

的余额数。“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二十二）本表第14项“期初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栏

数据，为纳税人前一申报期的“期末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

）”。该数据应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贷方期

初余额一致，如为多缴，该数据应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明细科目借方期初余额一致。“本年累计”栏数据应填写

纳税人上年度末的“期末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数。 （

二十三）本表第15项“本期已纳税额”栏数据，是指纳税人

本期实际缴纳的全部增值税额，包括：1、本期预缴税额；2

、本期缴纳上期应纳税额；3、补缴欠税；4、查补入库税款

。“本年累计”栏数据，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二十四）

本表第16项“本期预缴税额”栏数据，是指纳税人本期实际



预缴的增值税额，不包括本期缴纳上期应纳税额、补缴欠税

、查补入库税款。 （二十五）本表第17项“期末未交税额（

多缴为负数）”栏数据，为纳税人本期应缴未缴的增值税额

。该数据应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贷方期末余

额一致，如为多缴，该数据应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明

细科目借方期末余额一致。“本年累计”栏与“本月数”栏

数据相同。 （二十六）本表第18项“其中：欠缴税额（≥0）

”栏数据，为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已形成欠税的数额。 （二

十七）本表第19项“本期应补（退）税额”栏数据，为纳税

人本期应补缴或应退回的税额，但不包括纳税检查应补缴或

应退回的增值税额。 （二十八）本表第20项“原、辅材料、

燃料、动力成本”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耗用的原、辅材

料、燃料、动力的实际采购成本。不能准确进行成本核算的

，填写纳税人本期原、辅材料、燃料、动力的实际外购成本

。“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二十九

）本表第21项“商品成本”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销售商

品的实际采购成本。不能准确进行成本核算的，填写纳税人

本期实际外购商品成本。“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

各月数之和。 （三十）本表第22项“应提取的折旧费”栏数

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按规定应提取的折旧费。“本年累计”

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三十一）本表第23项“

支付的工资、奖金、福利费”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支付

的工资、奖金、福利费。“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

各月数之和。 （三十二）本表第24项“支付房屋、设备等租

金”栏数据，填写纳税人本期支付的房屋、设备等租金。“

本年累计”栏数据，应为年度内各月数之和。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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