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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全文可參閱 

http://www.gov.cn/fuwu/2019-05/22/content_5393593.htm）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领用等工作的通知 

税总函〔2019〕64 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化税务系统“放管

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做好纳税人增值税发票（以下简称“发票”）领用等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合理满足纳税人发票使用需求 

各级税务机关不得简单按照纳税人所有制性质、所处行业、所在区域等因素，对纳税人

领用发票进行不合理限制。要根据纳税人税收风险程度、纳税信用级别和实际经营情况，合理

确定发票领用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及时做好发票发放工作，保障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纳税

人因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提出增加发票领用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经依法依规审核未发现异

常的，主管税务机关要及时为纳税人办理“增版”“增量”。对纳税人增值税异常扣税凭证要依

法依规进行认定和处理，除存在购销严重背离、虚假纳税申报、税务约谈两次无故不到等涉嫌

虚开发票的情形外，不得限制纳税人开具发票。对于已经由税务机关按照政策规定和流程解除

非正常户的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恢复其税控系统开票功能，保障纳税人

正常开具发票。 

二、积极推进发票领用分类分级管理 

对于税收风险程度较低的纳税人，按需供应发票；对于税收风险程度中等的纳税人，正

常供应发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于税收风险程度较高的纳税人，严格控制其发票领用数量

和最高开票限额，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

务局（以下简称“各省区市税务局”）应积极探索依托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科学设置预警监控

指标，有效识别纳税人税收风险程度，并且据此开展发票领用分类分级管理工作。 

对于纳税信用 A 级的纳税人，按需供应发票，可以一次领取不超过 3 个月的发票用量。

纳税信用 B 级的纳税人可以一次领取不超过 2 个月的发票用量。以上两类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

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发票用量的，按照规定及时办理。 

三、提示提醒纳税人发票使用风险 

纳税人在办理实名认证时，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对其法定代表人（业主、负责人）进行

税法宣传，提示发票使用中存在的涉税风险，提醒发票违法违规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税务总

局结合部分地区相关工作经验，编制了《发票使用风险提示提醒样例》（详见附件），各级税务

机关可以以此为参考，创新开展相关工作。 

四、全面推行发票网上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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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发票网上申领适用范围，已经实现办税人员实名信息采集和验证的纳税人，

可以自愿选择使用网上申领方式领用发票。在全面推行发票网上申领的同时，各级税务机关要

注重做好发票领用风险防控和发票物流配送衔接，确保发票网上申领简便易用、风险可控、安

全可靠。 

五、及时解决纳税人反映的问题 

对于纳税人提出的发票领用问题和相关诉求，各级税务机关要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及

时进行回应和处理。对于纳税人的投诉和举报，各级税务机关要予以高度重视，及时开展核查

处理。 

六、有序做好发票库存管理 

各级税务机关要科学编制发票印制计划，既要保证纳税人使用需要，又要避免库存过多

增加管理成本。要密切监控发票库存情况，主动做好辖区内发票的入库、调拨、发放等工作。

要加强与发票印制单位的沟通协调，确保已经下达印制计划的发票保质、保量、按期配送到位。 

七、运用内控平台规范发票管理服务行为 

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增值税发票管理风险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要求做好内部控制工作，

及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注重防控在发票领用中设置不合理限制、刁难纳税人等发票服务方

面的内部管理风险，优化业务流程，完善管理软件内控功能，充分利用税务系统内部控制监督

平台等科技手段加强监控，不断规范发票管理服务行为。 

八、持续开展政策宣传和操作辅导 

各级税务机关要利用办税服务厅、税务网站、微信微博等渠道，主动开展政策宣传，引

导纳税人快速办理发票领用手续，规范纳税人发票开具行为。要督促税控服务单位做好对纳税

人的培训辅导，通过现场培训、在线培训等形式，帮助纳税人熟练掌握税控系统领票和开票操

作，不断提高纳税人领票和开票效率。 

各省区市税务局可以在现行政策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创新发票服务和管

理举措，为纳税人领用发票提供更多便利。 

 

附件：发票使用风险提示提醒样例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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