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

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6 号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进

一步规范城市维护建设税（以下简称城建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

等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28号）等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计税依据】  城建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以

下称两税）税额为计税依据。 

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是指纳税人依照增值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

策规定计算应当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加上增值税免抵税额，扣除直接减免的增值

税税额和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以下简称留抵退税额）后的金额。 

【讲解：当期应缴纳的增值税，是否包括查补以前期间的？——应包括——

依据：《增值税申报表》表样】   

依法实际缴纳的消费税税额，是指纳税人依照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

策规定计算应当缴纳的消费税税额，扣除直接减免的消费税税额后的金额。 

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两税税额。 

纳税人自收到留抵退税额之日起，应当在下一个纳税申报期从城建税计税依

据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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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抵退税额仅允许在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建税计税依据中扣

除。当期未扣除完的余额，在以后纳税申报期按规定继续扣除。 

【讲解：城建税的计税依据，怎么计算？——《总局解读》第三条： 

计税依据=实缴增值税＋实缴消费税 

（1）实交增值税=应交（不含进口货物应交、接受境外服务和无形资产的应

代扣）-直接减免（不含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免抵税额-留抵退税

额（含前期未扣完的余额） 

（2）实交消费税=应交（不含进口应交）-直接减免（不含先征后返、先征

后退、即征即退）】 

【例 1】位于某市市区的甲企业（城建税适用税率为 7%），2021 年 10月申

报期，享受直接减免增值税优惠（不包含先征后退、即征即退，下同）后申报缴

纳增值税 50万元，9月已核准增值税免抵税额 10万元（其中涉及出口货物 6万

元，涉及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 4 万元），9 月收到增值税留抵退税额 5 万元，

该企业 10月应申报缴纳的城建税为： 

（50＋6＋4-5）×7%=3.85（万元）   

二、 【小规模更正原一般计税的计税依据】  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更

正、查补此前按照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建税计税依据，允许扣除尚未扣除完的

留抵退税额。 

【讲解：留抵退税额，在城建税计算中，有哪些特殊规定？——3点：《总

局解读》第五条：（1）自收到留抵退税额之日起，在以后纳税申报期从城建税

计税依据中扣除；（2）仅允许在按照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建税计税依据中扣

除，当期未扣除完的余额，在以后纳税申报期按规定继续扣除；（3）小规模纳

税人更正、查补此前按照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建税计税依据，允许扣除尚未扣

除完的留抵退税额——NOT在简易计税中扣除。】 

【例 4】位于某市市区的甲企业（城建税适用税率为 7%），2021 年 9 月收

到增值税留抵退税 200万元。2021年 10月申报期，申报缴纳增值税 120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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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按照一般计税方法 100万元，按照简易计税方法 20万元），该企业 10月应申

报缴纳的城建税为： 

（100-100）×7%＋20×7%=1.4（万元） 

2021 年 11月申报期，该企业申报缴纳增值税 200万元，均为按照一般计税

方法产生的，该企业 11月应申报缴纳的城建税为： 

（200-100）×7%=7（万元） 

【讲解：留抵退税，需手工计算吗？——不需。《总局解读》第九条：申报

表整合实现了两税和附加税费“一表申报、同征同管”，附加税费附表从两税申

报表主表自动获取信息，建立留抵退税额使用台账自动获取增值税留抵退税额，

按《公告》规则自动计算税款，避免纳税人填写错误。申报表整合还实现了两税

更正申报与附加税费关联，进一步完善附加税费与两税的同征同管。】 

三、  【免抵税额的城建税的纳税期限】  对增值税免抵税额征收的城建税，

纳税人应在税务机关核准免抵税额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四、  【税率适用】  城建税纳税人按所在地在市区、县城、镇和不在上述

区域适用不同税率。市区、县城、镇按照行政区划确定。 

【讲解：公司机构所在地在市区，工程项目所在地乡镇，如何适用税率？—

—分别适用：（1）在乡镇预缴时，用乡镇的税率；（2）在机构计算实缴时，按

市区——NOT补差——依据：详见申报表】 

【思考：如果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市区，而生产经营所在地在乡镇，公司

注册在乡镇，如何适用税率？】 

【行政变更税率的适用】  行政区划变更的，自变更完成当月起适用新行政

区划对应的城建税税率，纳税人在变更完成当月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按新税率申

报缴纳。 

【讲解：行政调整后，何时适用新税率？——《总局解读》第七条：纳税人

完成变更当月的下一个申报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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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纳税期限、纳税地点】  城建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两税的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一致，分别与两税同时缴纳。同时缴纳是指在缴纳两税时，应当在

两税同一缴纳地点、同一缴纳期限内，一并缴纳对应的城建税。 

采用委托代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预缴、补缴等方式缴纳两税的，应当

同时缴纳城建税。 

前款所述代扣代缴，不含因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资

产代扣代缴增值税情形。 

六、  【退税】  因纳税人多缴发生的两税退税，同时退还已缴纳的城建税。 

两税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的，除另有规定外，不予退还随两

税附征的城建税。 

【讲解：上述“另有规定”，有哪些？——《总局解读》第九条：“另有规

定”主要指在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等情形下，城建税可以给予免税的特殊规定，

比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黄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

142号）规定，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通过黄金交易所销售标准黄金（持有黄金交

易所开具的《黄金交易结算凭证》），发生实物交割的，由税务机关按照实际成

交价格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同时免征城建税。】 

【例 5】位于某市市区的甲企业（城建税适用税率为 7%），由于申报错误未

享受优惠政策，2021 年 12 月申报期，申请退还了多缴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共 150

万元，同时当月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 100 万元，该企业 12 月应退税的城建

税为： 

150×7%=10.5（万元） 

七、  【征管事项】  城建税的征收管理等事项，比照两税的有关规定办理。 

【讲解：增值税、消费费如立法后，城建税的征管是否相应变化？——《总

局解读》第八条：考虑到两税立法工作正在推进中，为提前做好与增值税法、消

费税法及其相关政策和征管规定衔接，《公告》还明确城建税的征收管理等事项，

比照两税的有关规定办理。】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859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859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8591/content.html


八、  【施行日期、废止文件】  本公告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废

止文件及条款清单》（附件）所列文件、条款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废止文件及条款清单 

【讲解：废止的文件中，哪些政策有新的变化？——无明显变化】 

 

国家税务总局 

2021年 8月 31日 

 

【交流：1392 1915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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