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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解读

赵新贵  许国松

随着增值税防伪 税控 系 统的全面

推 广应 用 ， 增值税专 用发票 的 手工版

已退出历 史舞 台 ， 19 9 3 年我国税制改

革时制定并于 1 994 年开始实施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国税发[ 1 993]

1 50 号， 以下简称 “旧规定”）也已不能

适 应 当 前税政信息化建设的 需 要。基

于此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6年 1 0 月底

发布了国税发[2006] 1 56 号文《关于修

订 <增值税专 用发票 使用 规定 > 的通

知》（以下简称 “新规定”），对 “旧规定”

进行了全面修订 ， 同 时废止了 以前的

相关文件。其后根据 “新规定” 在执行

中各地所反映的问题 ， 税务总 局又于

2007年 2 月 出 台了 “ 补充规定”（国税发

[2007]1 8 号）。由于新旧 “规定” 出 台的

历史背景不同 ， 变化之处必然很多。以

下笔者仅就其主要变化及 “新规定”发

布后需要明确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

“新规定” 与 “旧规定”

的若干变化

一、 关于专用发票的基本联次

根据 “旧规定”
， 专用发票的基本

联次为四联 ， 依次 为销售方 留存备查

的存根联 ， 购买 方 作 为付款 凭证和扣

税凭证的发票联、抵扣联 ，以及销售方

作销售 记账凭证的记账联。存根联作

为专 用发票的基本联次之一 ， 在增值

税稽核管理 中曾发挥了 重 要作用。但

是 ， 在全国 已统一使用增值税防伪税

控系统开具专用发票 的情况下 ， 存根

联已无存在的必要。早在 2003 年 ， 为

了减轻 一般纳税人购买专用发票的费

用负担 ，国税发明电[2003]57 号文《国

家税务总局 关 于 转发 <国家发 改委关

于 调 整增值税 专 用发 票价格的通知 >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就规定，从 2004年

开始 ， 新印制的专用发票基本联次 为

一式三联 ，取消了存根联。此次 “新规

定”进一步明确 ，专用发票基本联次为

三联 ， 即只有发票联、 抵扣联和记账

联。

二、 关于专用发票的开具时间

“旧规定” 中采用 列举的形式， 对

不同结算方 式的货物销售 及各种视同

销 售 行为的 开 票 时 间分别作了 规定。
“新规定” 则明确 专用发票应按照纳税

义务的发生时间开具（《增值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对各种应税项目的 纳税义

务发生 时间分别作了规定）。对比分析

两个 “规定”， 对预收账款、 赊销和分

期收款等结算形式的 货物销售 ， 以 及

委托代销等各项视同 销售行为， 发 票

开具时间的规定是一致的 ， 即除委托

代销的 开票 时间为收 到 代销清单的 当

天外 ， 其余都为货物发 出 或移送的 当

天。不同之处在于 ：托收承付、委托银

行收款结算方式 ，
“新规定” 在 “旧规

定” 的 “货物发出 ” 基础上 ， 强调了是

同时办妥托收 手 续的 当 天 ； 而对直 接

收款方式 ，
“新规定” 并不强调货物是

否发 出 ，而是强调收到销售额 ，或者取

得索取销售额 的 凭证并将提货单交付

购买方。此外 ，
“新规定”也弥补了 “旧

规定” 中 对开 票时间规定的不 完 善之

处。如 “旧规定” 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开

票 时间并未明确 ，对纳税人将自产、委

托加 工或 购 买 的 货物 无 偿赠送他 人 ，

也规定不得开具专 用发票 ， 而根据国

税发[ 1 994]1 22 号文《关于增值税若干

征收问题的通知》， 一般纳税人将货物

无 偿 赠送给他 人 ， 如果受 赠者为一般

纳税 人 ， 可以根据其要 求开具专 用发

票。需明确的是 ， 尽管 “新规定” 明确

开 票 时间为纳税义务的发生 时间 ， 但

并 非 发 生 了 纳税义务就必须 开具专 用

发票 ，如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

非 应 税项目 或 集体福利 、 个人消费 等

对内发 生的视同 销售 行为就不 能开具

专用发票。

三、 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作废

“旧 规定” 只对手工专用发票的作

废进行了 明确 ， 即 购买 方 在未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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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作账务处理的情况下 ， 销售方在

收到退还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后 ， 在各

联注明 “作废”字样。国税函[2003]962

号文《关于进一步做好增值税纳税申

报 “一窗式” 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

销货方如果在开具蓝字专用发票的 当

月收到购货方退回的发票联和抵扣联，

同时尚未将记账联作账务处理时 ， 可

对原蓝字专 用发票进行作废。“ 新规

定”则明确 ，一般纳税人在开具专用发

票当月 ，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

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符合作

废条件的 ，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

误的 ， 可即时作废。“新规定” 第一次

提出 了 “作废条件” 的概念 ，并明确了

符合 “作废条件” 应 同时具备的情形 ：

1
、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

超过销售方开票 当 月 ； 2、 销售 方未抄

税并且未记账； 3、购买方未认证或者

认证 结果为 “ 纳 税人识 别 号认证 不

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与 962 号文相比，
“新规定” 的 “作废

条件”强调了销售方未抄税，实际上目

前防伪税控系统开票子系统对 已抄税

的专 用发票不 能进行修改， 因而也无

法进行作废处理。如果购买方已认证 ，

国税函[2003]785 号文《关于认真做好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售、填开管理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即已明确 ， 此时销货方

即使已收回抵扣联及发票联 ， 也不得

作废已开具的专用发票。

四、关于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规

定

这方面 的 变化 比较 大 ，
“ 补充规

定” 也主要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1
、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事由。“旧

规定” 中销货方可以 开具红字发票的

事由只有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 ，而 “新

规定” 中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事由还

包括开 票有误。当 然开票 有误 可以开

据红字专用发票并非 在 “新规定” 中 才

首次明确 ，根据国税函[2003]962号文 ，

一般纳税人原蓝字专用发票填开 错误

等情况 ， 如购货方无法 退回专用发票

的发票联和抵扣联 ， 销货方在收到购

货方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 “进货

退出或索取折让证明单”后 ，通过防伪

税控系统开具负数专用发票作为扣减

销项税额的凭证。

2、 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程序。根

据 “旧规定”
， 购买方将当地主管税务

机关 开具的 “进货退 出 或索取折让证

明单”送交销售方后 ，销售方即可据此

开具红字专用发票。而根据“新规定”
，

开具红字专用发票须先由购买方向主

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

用发票申请单》， 且《申请单》所对应

的 蓝字专 用发 票 应 经 税务机关 认证 ，

如果要求重 开发票的原 因是认证结果

为 “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 发

票 代码、号码认证不符”的 ，还应在《申

请单》上填 写 相对应 的 蓝字专用发票

信息。税务机关对《申请单》进行审核

后 ， 出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

知单》（不再开具“进货退出或索取折让

证明单”），最后再由销售方凭 购买方提

供的《通知单》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红

字专用发票应与《通知单》一一对应 ，

同 时销售方应 在 开具红字专用 发票后

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核销（根据 “ 补充

规定”
， 在总局正开发的通知单开具和

管理 系统推广 应 用之前 ， 通知单暂 由

纳税人留存备查 ， 税务机关不进行核

销）。

3、购买方进项税额转 出依据及时

间。根据 “旧规定”， 购买方收到红字

专 用发 票 后 ， 才将红字专 用发 票 所注

明的增值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

根据 “ 新规定”
， 购买方必须暂依《通

知单》所 列 增值税税额 从 当 期进项税

额 中转 出 ， 未抵扣进项税额 的可 列 入

当 期进项 税额 ， 待取得销 售方 开具的

红字专用发票后 ， 与留存的《通知单》

一并 作为记账凭证。应该明确的是 ， 在

“新规定” 中， 购买方 转 出进项税额的

依据并非 只是《通知单》， 红字专 用 发

票 仍 是其转出 进项税额的依据之一。

“新规定”要求购买方取得《通知单》而

非取得红字专用发票时即应转 出 相应

进项税额 ， 这就保证了购货方转出进

项税额 在销售方 冲减销项税额 之前 ，

有效地杜绝了以前存在的销货方先冲

减销项税额 ， 而购买方推迟转出 或不

转出进项税额的情况。

4、“ 补充规定”对开具红字发票有

关问题的进一步明确。“无法认证” 情

况下如何开具红字发票？“ 补充规定”

对此予以了明确 ，即 “无法认证” 时开

具红字发票 的程序与认证 结果为 “ 纳

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
“ 专用发票代

码、号码认证不符” 两种情况时相同 ，

所不 同的是购买方此时需 在申请单上

填写无法认证的具体原因。

红字专用发票是否需要经过认证 ，

此前一直有争议 ，
“ 补充规定” 也明确

了这个问题 ， 即红字专用发票 仍 需认

证 ，但在有关系统推广应用之前 ，暂不

报送税务机关认证。

根据 “新规定”， 购买方填写《申

请单》所对应 的蓝字专用发票都应经

税务机关认证 ，但根据“ 补充规定”
，如

果购买 方所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

项目范 围 ， 所对应 的蓝字专用发票可

以 不经认证。因 开 票有误购买 方拒收

专 用 发票或尚未将专用发票交付购买

方时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 ，此时《申请

单》是由销售方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

当然也就不 可能要 求购买方认证。但

这两种情况下销售方需 在申请单上填

写具体原 因以及相对应 蓝字专用发票

的信息 ，同时提供相关书面材料 ，主管

税务机关 审核确认后 出具通知单 ， 销

售方凭通知单开具红字专用发票。

在 “新规定” 中 ， 只有经认证结果

为“ 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

票 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的情况下，购

买 方取 得《通知单》时不作进项税额转

出。根据 “补充规定”， 在专用发票抵

扣联 、 发票联均无法认证及购买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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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货物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两

种情况下 ， 购买 方在收到其主管税务

机关出具的《通知单》时 ，亦不用作进

项税额 转 出 处理。在 因 开票有误不符

合“作废条件”而需开具红字发票的情

况下，由于此时《通知单》是销售方主

管税务机关 出具给销售方的 ， 且购买

方此前也并未认证抵扣进项税额 ， 当

然也就不存在进项税额转出的问题。

需 要说明的是 ， 购买方 需 要 开具

红字发票的 ， 除原蓝字专用发票 无法

认证或认证结果为 “ 纳税人识别号认

证不符”、“专用发票 代码、号码认证不

符”外，原蓝字专用发票均不得退回销

售方。

5、关于丢失专用发票有关联次的

处理。在使用手工版专用发票阶段 ，国

税发[ 1 995]1 5号文《关于加强增值税征

收管理工作的通知》曾明确 ，对纳税人

购进货物、应税劳务遗失 专用发票的

发票联或抵扣联的 ，不论何种原因，均

不得抵扣其进项税款（从对方取得的存

根联复印件亦不得充作扣税凭证）。随

着金税工程的实施，国税发[2002]1 0号

文《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丢 失 防伪

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

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明确 ，一般纳税

人丢失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专用发票 ，

如果该发票 丢 失 前 已通过防伪税控认

证 系统的认证 ， 购货方可凭销货方出

具的丢 失发票的 存根联复印件及销货

方 主管税务机关 出具的《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丢 失 防伪 税控 开具增值税专 用

发票已抄报税证明单》， 经其主管税务

机关审核批准后 ， 作为进项税额 抵扣

的合法 凭证。如果该发票丢 失前未通

过防伪税控认证系统的认证 ， 购货方

也可凭销货方 出具的丢 失发票的存根

联 复 印 件到主 管税务机 关 进行认证 ，

然后再按上述程序办理抵扣进项税额。

“新规定”废止了国税发[2002]1 0号文 ，

并对一般纳税人丢 失 专 用发票相关联

次的处理 重新作了规定 ， 但其精神与

国税发[2002]1 0号文基本一致，主要差

别在于 ：（
1 ）由于取消了专用发票的存根

联 ， 因 此规定以专用发票记账联复 印

件作为认证和抵扣的 凭证 ， 同 时以税

务机关 出具的《丢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已报税证明单》代替了原来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丢 失 防伪 税控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已抄报税证明单》；（2）对发票

联和抵扣联未全部丢失 的处理作了明

确 ： 如果购 货方 只丢 失抵扣联或抵扣

联虽未丢失但无法认证的 ， 可使用发

票联到 主管税务机关认证 ， 抵扣联 丢

失 的以发票联复 印件留存备查 ； 如果

只丢失发票联 ， 可将抵扣联作为记账

凭证 ， 用抵扣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新规定” 明确的相关问题

一、 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设备及

其税务处理

“新规定” 明确了增值税防伪税控

系 统涉及的具体设备 ， 即专用设备包

括金税卡、IC 卡和读卡器等，通用设备

包括计算机、打印机、扫描器具和其他

设备。此前 ， 在国税发[2000]1 83 号文

《关于推行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若干问

题的通知》中，对防伪税控系 统的专 用

设备和通用设备也进行了具体的列举，

并规定购置列举设备发生 的费 用准予

在 当 期所得税前一次性 列 支 ， 取得的

专用发票所注明 的税额也可在销项税

额中抵扣。但 1 83 号文所明确的通用设

备并不包括扫描器具。“新规定” 虽然

明确 了扫描器具属于防伪税控专用设

备之一 ，但由于 “新规定” 只是关于增

值税专 用发票使 用的 规定 ， 因 此扫描

器具并不能据此就可以执行 1 83号文的

税收政策。国税函[2006]1 248 号文《关

于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信息扫描器

具等设备有 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解决

了这一问题 ， 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用 于 采 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信息

的扫描器具可以执行 1 83 号文的规定 ，

即扫描器具的购 置费用准 予 在 当 期 计

算缴纳所得税前一次性列支 ， 同 时取

得的 专 用发票所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可

计入当期进项税额。

二、 购货方超过 90 天未认证的专

用发票将无法作废或退回重开

根据国税发[2003]1 7号文《关于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 税控系 统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问

题的通知》， 一般纳税人申请抵扣的防

伪 税控 系 统 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 票 ，

必须自该专用发票 开具之 日 起 90 日 内

到税务机关认证 ， 并在认证 当 月的 纳

税申报期申报抵扣 ，否则不予抵扣。如

果购买方在 90 日 内未及时认证 ，在“旧

规定” 下 ，纳税人在实际操作中其实可

以通过办理 “假退货”这种变通的方式

取得 “进货退出 或索取折让证明单”
，

并由销售方 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后 重新

开具专用发票再进行认证抵扣。但在

“新规定” 下 ， 这种变通方式将不再可

行。首先 90 日内未认证的发票不符合

“作废条件”
；其次 ，90日 内未认证不能

再申请认证 ， 而除购买货物不属于增

值税扣税项目范围外 ，《申请单》所对

应的 蓝字发票必须经过认证 ， 否则即

使开具了《申请单》， 税务部门也不会

通过审核而发给其《开具红字增值税

专用发票通知单》。此外， 根据 “补充

规定”
， 即使由于开票有误购买方拒收

或尚未将专用发票交付购买方 ， 而应

由销售 方 向 其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 的 ，

销售 方也应 在 专用发票认证期限内或

在开具有误专 用发票的次月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 填报申请单。因此在 “新规

定” 下 ， 购买方超过 90 天未认证的 专

用发票将无法作废 ， 也不能退回重 开 ，

不 能抵扣进项税额的 损失只能由 纳税

人自己承担。

三、 销售折扣开具红字发票的问

题

国税发[ 1 993]1 54 号文《增值税若

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及国税函[ 1 9 9 7 ]

472 号文《关于企业销售折扣在计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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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时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对销售

货物发生折扣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处理

分别作了规定。两个文件的精神基本

一致 ， 即纳税人采取折扣方 式销售 货

物 ， 只有将销售额和折扣额 在同 一 张

发票 上分别 注明 ， 才可按折扣后的销

售 额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 如果将折

扣额 另开发 票 ， 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

处理 ， 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其实根据 “旧规定”
， 折扣也是不能 另

行开具红字发票的。国税函[2006]1 279

号文《关 于 纳税人折扣折让行为开具

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的通知》终

于明确 ， 纳税人销售货物 并向购买 方

开具专用发票后 ， 由于购货方 在一定

时期内 累计 购 买 货物 达到 一定数 量 ，

或者由于市 场价格下降等原 因 ， 销货

方给予购货方相应 的价格优惠或 补偿

等折扣、折让行为，销货方可按 “新规

定” 的有关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

发票。

有待进一步明确的两个问题

“新规定” 的发布规范了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使用 ， 进一步加强 了增值税

的征收管理。但笔者认为，关于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 开具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进

一步明确。

首先 ，
“新规定” 第十条明确 ，

“一

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 ，

应 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 而 “旧规

定” 明确 了 一般纳税人不得 开具专用

发票 的 若干情形 ， 这些情形中有些现

在也是不 能 开具专用发票 的 ， 如报关

出 口的 货物应 开具出 口 专用发票 ， 对

内发生的视同销售不得开具专用发票。

此外，
“旧规定” 明确 ， 向小规模纳税

人销售应税项目可以不开具专用发票 ，

但 “新规定” 中并未强调这一点，甚至

也未强调 向个人消费者销售应税项目

是否不应 开具专用发票。在 “新规定”

的管理框架下 ， 如果向小规模纳税人

甚至 消费者开具了专用发票 ， 可能会

带来一个无 法处理的问题： 如果小规

模纳税人或者个人在购 买 货物 的当月

后退货 ， 一般纳税人很有可能无法 开

具红字发票 ， 因 为小规模纳税人即使

取得 了 专 用发票也可 能 不会 去 认证 ，

个人则 更不可 能也无 法将取得的专用

发票 去认证 ， 而未认证的 专用发票是

无法开具红字发票的。因此笔者认为，

“新规定” 对于不应 开具专用发票的若

干情况还是应加以明确。

其次 ，第十条同时规定，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需 要开具专用发票 的 ， 可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那么 ，是否

所有小规模纳税人都可以申请代开专

用发票呢？国税发[ 1 994]58 号文《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由税务所为小规模企业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规定 ，能

认真履行纳税义务的小规模企业经批

准可由税务所代开 专用发票 ， 国税函

[2004]895 号《关于取消小规模企业销

售货物或应税劳务由税务所代开增值

税专用发 票审批后有关问题的通知》

及国税发[2004]1 53 号《税务机关 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又明

确 ， 已办理税务登记的 个体经营者也

可以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增值税

专用发票。但在 2004 年这两个文件发

布之前 ，国税函[2003]1 396 号文《国家

税务总局关 于增值税起征点调整后有

关问题的批复》则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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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 对可

以申请 代 开 专用发票 的 小规模纳税人

条件没有明确 ， 在实际执行中容易引

起理解上的歧义。

（作者单位：连云港科学技术协会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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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晋升国际会计师高研认证班
作为全球五大会计师团体之一的国际会计师公会 (A IA ) 最新推出了权威核心课程认证班-《国际会计与中国企业会计准

则高研认证班》，学员需要完成三门最核心的课程，通过考试后即可获得国际会计师公会会员资格。课程联合国内与国际，将全

球通用的国际会计准则与国内实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结合起来 ，实战性极高，直达目前会计应用课程的核心。本次课程不仅仅

是高端研修课程，同时也是考取“国际会计师”资格认证的捷径。
本次课程正是在国际会计准则大框架下学习新企业会计准则，中西结合、融会贯通，实现前沿知识与权威认证的完美结合。

使学员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学费，真正物超所值。对合格学员来说，加入国际会计师行列今年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

适用对象：企业负责人、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财务经理、 公司高管、金融投资机构部门负责人

联系单位：国际会计师公会 A IA 北京教育中心（北京工商大学西区综合楼 906）

获得资格：① 人事部全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国际会计管理》资格证书

② 国际会计师公会 ( AIA ) 资格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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