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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发布 7月起施行
2018-06-14 14:06:00 | 来源：中国新闻网 | 作者：

    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办法》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 
 

    13日，税务总局在官网发布了相关解读，解读称，税前扣除凭证种类多、源头广、情形多，《办

法》从统一认识、易于判断、利于操作出发，对税前扣除凭证的相关概念、适用范围、管理原则、种类、基

本情形税务处理、特殊情形税务处理等予以明确。与此同时，《办法》始终贯穿了“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的理念，对于深入贯彻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精神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一是《办法》明确收款凭

证、内部凭证、分割单等也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将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二是《办法》在税前扣除凭

证的种类、填写内容、取得时间、补开、换开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有利于企业加强自身财务管理

和内控管理，减少税收风险。三是针对企业未取得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外部凭证的情形，《办法》规定

了补救措施，保障了纳税人合法权益。 
 

    解读表示，《办法》适用的纳税人主体为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所规定的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

业。 
 

    解读称，由于税前扣除凭证难以一一列示，通过明确管理原则，有利于消除争议，确保纳税人和税

务机关共同遵循、规范处理。税前扣除凭证在管理中应当遵循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真实性是基

础，若企业的经济业务及支出不具备真实性，自然就不涉及税前扣除的问题。合法性和关联性是核心，只有

当税前扣除凭证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并与支出相关联且有证明力时，才能作为企业支

出在税前扣除的证明资料。 
 

    解读还就以下内容进行了说明： 
 

    ——税前扣除凭证与税前扣除的关系 
 

    税前扣除凭证是企业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相关支出的依据。企业支出的税前扣除

范围和标准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 
 

    ——税前扣除凭证与相关资料的关系 
 

    企业在经营活动、经济往来中常常伴生有合同协议、付款凭证等相关资料，在某些情形下，则为支

出依据，如法院判决企业支付违约金而出具的裁判文书。以上资料不属于税前扣除凭证，但属于与企业经营

活动直接相关且能够证明税前扣除凭证真实性的资料，企业也应按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履行保管责

任，以备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机构或者人员核实。 
 

    ——税前扣除凭证的种类 
 

    根据税前扣除凭证的取得来源，《办法》将其分为内部凭证和外部凭证。内部凭证是指企业根据国

家会计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在发生支出时，自行填制的用于核算支出的会计原始凭证。如企业支付给员

工的工资，工资表等会计原始凭证即为内部凭证。外部凭证是指企业发生经营活动和其他事项时，取得的发

票、财政票据、完税凭证、分割单以及其他单位、个人出具的收款凭证等。其中，发票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

发票，也包括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 
 

    ——取得税前扣除凭证的时间要求 
 

    企业应在支出发生时取得符合规定的税前扣除凭证，但是考虑到在某些情形下企业可能需要补开、

换开符合规定的税前扣除凭证，为此，《办法》规定了企业应在当年度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汇算清缴期结束

前取得符合规定的税前扣除凭证。 
 

    ——外部凭证的税务处理 
 

    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取得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相应支出可以税前扣除。应当取得而未

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的，可以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1.汇算清缴期结束前的税务处理 
 

    （1）能够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相应支出可以税前扣除。 
 

    （2）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

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相应支出可以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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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能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并且未能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的，相

应支出不得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 
 

    2.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的税务处理 
 

    （1）由于一些原因（如购销合同、工程项目纠纷等），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取得符合规定的

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企业主动没有进行税前扣除的，待以后年

度取得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后，相应支出可以追补至该支出发生年度扣除，追补扣除年限不得超

过5年。其中，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

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企业在以后年度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相应支出也可

以追补至该支出发生年度扣除，追补扣除年限不得超过5年。 
 

    （2）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

外部凭证，企业自被告知之日起60日内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按照《办法》第十四

条规定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相应支出可以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否则，该支出不得在发生年度税

前扣除，也不得在以后年度追补扣除。 
 

    ——特殊规定 
 

    1.国家税务总局对应税项目开具发票另有规定的，以规定的发票或者票据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如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发票及税控系统使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3年第76号）规定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所属运输企业（含分支机构）自行印制的铁路票据等。 
 

    2.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虽不属于应税项目，但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开具发票的，可以发

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

第45号）附件《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表》中规定的不征税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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