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98·2013.12上

小微企业免税涉及的操作性问题

田俊敏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8）

【摘要】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小微企业发展步履维艰。近期，国务院

出台免两税政策，出手为小微企业“救急”，但由于免税细则尚未落地，部分规定具体到实务工作中就无法操作。对此，本文

提出了小微企业免税实务操作的困惑及建议，意在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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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随着房地产调控以及

外需疲软而呈现大幅回落的趋势，一时间中国经济从长期高

速增长步入低速增长与结构转型相结合的新历史时期。作为

中国经济最活跃同时也是最脆弱的群体，小微企业遭遇了更

大困局：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加剧，用工成本大幅上升，原材料

成本难以控制，而在劳动力、原材料和税负成本居高不下的

同时，小微企业的营业额却呈现下降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

2012年，26.7%的小微企业销售额下降了10% ~ 30%，32.7%的小

微企业销售额零增长，销售额下降 30%的企业数量超过销售

额增长30%的企业数量，即反映出小微企业营业额总体减少。

从某种程度上讲，小微企业的困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

的困局，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改善与否，关系到中国能否成

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小微企业的平稳发展，对

中国经济顺利实现“稳增长、转方式、扩内需”的战略目标显

得尤为关键。

2012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健康

发展的意见》，分8个方面（其中之一为“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财

税支持力度”）总计29条具体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目

前已经出台 45个配套措施。在此背景下，2013年 7月，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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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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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减税将惠及600万户

小微企业。

减税政策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小微企业支持的决心毫无

疑问。但是，由于免税细则尚未落地，减税政策的某些规定到

实务工作中就无法操作。如何将已出台的扶持小微企业的政

策措施落到实处，用定用好，需进一步探讨。

二、解读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

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规定

1. 享受免税优惠政策企业的范围。从财税［2013］52号文

件规定的享受免税优惠政策企业的范围来看，应该不需要符

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只要是月

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或营业税的纳税

人（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都可享受该优惠政策。享受免税优

惠的增值税纳税人，应该是只限于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中的

小规模纳税人，如果一般纳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仍需

纳税。

2. 2万元是起征点，不是免征额。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

过 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免税。这个 2万元的额度，

意味着小微企业只有在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2万元时，

才能适用财税［2013］52号文件的免税规定，超过该额度的，

则不再适用该免税规定，要按取得的销售额或营业额全额

计税。

起征点，是征税对象达到征税数额开始征税的界限。征

税对象的征税数额未达到起征点时不征税。一旦征税对象的

征税数额达到或超过起征点时，则要就其全部数额征税。而

免征额是在征税对象总额中免予征税的数额，它是按照一定

标准从征税对象总额中预先减除的数额，免征额部分不征

税，只对超过免征额部分征税。

例如：一个公司的月销售额是 20 100元，起征点和免税

额都是 20 000元，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3%（小规模纳税人按

销售额的3%交增值税）。

如果是起征点 20 000元，表明月销售额达到了起征点，

那么需要交纳的税费为 600元（20 000×3%）。如果是免税额

20 000元，表明月销售额的20 000部分可以免税，那么需要交

纳的税费为3元［（20 100-20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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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微企业免税实务操作的困惑

1. 小微企业如何认定，即享受免税政策的企业如何界

定。在小微企业的认定上仍需要有清晰的边界，这些小微企

业的临界企业界限怎么划？比如，月销售 2万元的企业免税，

月销售 2.1万、2.2万元的企业怎么办？是否能让真正需要减

负、满足条件的企业享受到实惠？这些都需要有具体操作的

配套指引。

2. 月销售额不超过 2万元如何界定。月营业额不超过 2

万元（即小于等于 2万元），这个标准是按照全年的营业额平

均下来计算，还是按照单月的营业额来计算？目前的相关政

策并未明确规定。

例1：一复印店在某高校附近，其每月营业额如下：

（1）按全年营业额平均来计算应纳税额：

全年营业额=30 000+8 000+15 000+20 000+22 000+

28 000+18 000+16 000+25 000+21 000+17 000+23 000=

243 000（元）

月平均营业额=243 000/12=20 250（元）

因 2 0250元超过 20 000元，故该复印店应纳营业税额=

243 000×3%=7 290（元）。

（2）按月营业额计算应纳税额：

因只有1月、5月、6月、9月、10月、12月营业额超过20 000

元，故该复印店应纳营业税额=（30 000+22 000+28 000+

25 000+21 000+23 000）×3%=4 470（元）。

从该复印店角度考虑，按实际月营业额计算纳税为宜。

例 2：某小微企业 1 ~ 6月份月销售额均为 25 000元，7 ~

12月份月销售额均为15 000元。

那么：如果按月实际销售额定的话，1 ~ 6月份应缴纳增值

税=25 000×3%×6=4 500（元），7 ~ 12月份低于20 000元，免征

税。该年度应纳增值税额4 500元。

如果按年营业额进行月平均计算的话，全年营业额=

25 000×6+15 000×6=240 000（元），月均营业额=240 000/12=

20 000（元），该年度免于征税。

从该小微企业角度考虑，采用年营业额进行月平均的方

法计算应纳税额可以免予纳税。

现在的问题是，是按年进行的月平均交税，还是以实际

月营业额交税？哪种方法更能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建议相

关部门尽快出台规定予以明确。

3. 营业额如何界定。确定营业额是看公司对公账户的进

账还是看当月开出去的发票面额，然后由税务机关决定免税

与否。如果是比率税征收，要查账征收，也要看开票金额；如

果是定额税征收，只看开票金额。同时，税务机关核定是否达

到免税标准时，还要参考其他表外、税外数据或情况，例如，

企业的经营面积、场地租金、雇佣人数、经营项目等。如果每

月房租就要交好几万元，就不会将该企业纳入免税范畴，因

为企业不可能亏损经营（短期亏损有可能，若长期亏损企业

还在经营则很有可能是财务造假）。

4. 核定征收的企业是否在免税范围之内。采用核定征收

企业一般是核算不健全的企业，核定征收方式下，这种企业

本身在税收上就有一些折免。那么对于这类企业是按符合免

税条件之后再享受免税，还是继续采用核定征收方式，不参

与此免税优惠？

四、小微企业免税实务操作建议

1. 将月销售额 2万元作为免征额。因为增值税是链条型

的，比如农产品，销售的增值税免征，下游用发票抵扣税费，

这样就很容易导致链条断裂，较容易诱发虚开发票和骗税行

为，因为上游无法监控。另外如某些行业，有不少以个人名义

代开发票、冲抵费用，就是利用了起征点政策。所以笔者认

为，采用免征额的形式比较好，即凡是小微企业，月销售额不

超过 2万元时不征税，月销售额超过 2万元时，以扣除 2万元

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依据征税。这样的话，估计将会有远超过

600万的小微企业受益。

2. 按现有政策，减税最好按年进行月平均计算。根据前

面两个案例所得到的结论，笔者认为第二个案例中的小微企

业更需要扶持，因为该企业的全年营业额是偏低的，其处于

起步阶段，此政策对该类企业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第

一个案例中的企业全年营业额都较高，已经过了创业期，处

于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也步入了正轨，

此政策对该类企业起到了促进发展的作用。

3. 免税企业的申报要简化。可以参照个体户免税的操

作，即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上年年检时提交的数据（年报）

综合考虑，比较明确的如销售小商品、经营面积很小、年报数

据很小的微型企业，税务机关就自动将其纳入免税单位的

范畴。

4. 可以考虑降低减税的门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适

当的时间，可以考虑降低减税的门槛，让更多企业受益。目

前，很多小微企业的月销售额远远超过2万元，但盈利却很困

难。能享受此次免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大多是民生服务类

企业，对于其他企业来说，符合减税条件的很少。政府是否能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在具体操作中，按行业、企业规模不

同，对企业进行“差别化”对待，分类规定税率，这样才能让小

微企业有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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