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销差旅费业务必知—— 

             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要点 



要点 
 1、只有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才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VS国际 ——不可以 

  

 2、旅客运输进项税额抵扣凭证有以下5种： 

      （1）增值税专用发票    

      （2）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3）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行程单≠机票/登机牌） 

      （4）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如高铁票、火车票）       

      （5）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及水路等其他客票（如大巴票、船票） 

       若（3）-（4）未注明或手写旅客身份信息——不可以 

 

3、抵扣凭证开具时间必须为2019年4月1日之后。（把握该政策开始实施的时间节点） 

 

注意:一般来说,只有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才可以抵扣
进项税(有抵扣联),增值税普通发票和电子普通发票不
可以用来抵扣。但也有特殊情况,这里的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同学们会在税法中学习。 



机票（登机牌）——不可作为航空运输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 



发票和行程单只能开其中一种 
发票上有税额（税率6%），直接用不需要计算； 
行程单上没有税额，按9%的税率计算，后面细讲。 



报销差旅费业务必知—— 

                    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税额计算 



本张发票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95.40元 

一、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按发票上注明的税额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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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票价+燃油附加费) ÷(1+9%)x9%。 
本张行程单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660+70）÷（1+9%）×9%≈60.28（元） 
拓展：民航发展基金属于政府性基金，不计入航空运输企业的销售收入，不征收增值税。增值税遵循“征扣一致”
的基本原则，上环节征多少，下环节扣多少，上环节不征税，下环节不扣税。因此，民航发展基金不应纳入进项
抵扣的范围。（本行程单上的民航发展基金50元不纳入抵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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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x9%。 
 本张高铁票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176.50÷（1+9%）×9%≈14.57（元） 



四、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客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x3%。 

 本张汽车客票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30÷（1+3%）×3%≈0.87（元） 



小拓展——计算公式怎么来的呢？以铁路车票可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为例。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x9%。 

 

增值税是价外税（税额不包含在商品价格之内的税） 
高铁票上不像发票有单列的金额和税额，只有一个 
票面金额，这个票面金额其实就是含税价格。 
 
增值税额 = 不含税价×税率 
设该张高铁票的不含税价为Y, 
增值税额 = Y×9% 
含税价格 = 票面金额 = Y+Y×9% = Y（1+9%） 
所以不含税价Y=票面金额÷（1+9%） 
所以增值税额 = Y×9% 
             =票面金额÷（1+9%）×9%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