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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本章基本内容框架 1.基本内容框架 (另附) 2.本章近四年考

点分布情况：年份题型考点2002单项2题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进项税额申报抵扣的时间多项4题到岸价格、营业税的

征收范围、消费税的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判断3题关

税税率的确定、消费税纳税地点、进口纳税地点计算1题增值

税、营业税的计算2003单项1题营业税的计算多项1题营业税

的征收范围判断1题营业税的计税依据计算2题增值税、消费

税的计算2004单项1题营业税的计算计算2题增值税、营业税

、土地增值税的计算2005单项3题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使用、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多项2题消费税税

率、营业税减免税简答1题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关税税额的

计算、关税申报时间本章重点难点 1.增值税的纳税人 在中国

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

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

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一般来说，不是小规模纳税人

就是一般纳税人。 (1)根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

为小规模纳税人： ①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

，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

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 ②从事

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的。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中，“生

产”企业和“商业”企业有重要区别。对于“生产”企业，



认定界线为年应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对于“商业”企业

，认定界线为年应税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 (2)一般纳税人

是指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和企业性单

位。此外，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还有： ①非企业性单位

如果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并且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的

，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②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标准的小

规模企业和企业性单位，账簿健全、能准确核算并提供销项

税额、进项税额，并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经企业

申请，税务部门可将其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③个体经营者符

合《增值税暂行条例》所规定条件的，经省级国家税务局批

准，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下列纳税人不得办理一般纳税

人认定手续：个体经营者以外的其他个人；从事货物零售业

务的小规模企业；销售免税货物的企业；不经常发生增值税

应税行为的企业。【应用练习】下列各类主体，不属于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的有()。 A.以从事货物生产为主，并兼营货物

批发，年应税销售额为80万元 B.以从事货物生产为主，并兼

营货物批发，年应税销售额为150万元 C.以从事货物批发为主

，并兼营货物生产，年应税销售额为80万元 D.以从事货物批

发为主，并兼营货物生产，年应税销售额为150万元[答案]A

、C、D[解析]本题考核点为增值税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根据

规定，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

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

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为小规模纳税人。所

以，A选项不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80万

元以下的小规模商业企业，无论财务核算是否健全，一律不

得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所以，C、D选项不属于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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