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日常面临的主要发票风险是失控发票和异常凭证，从税务总局对异常凭

证的定义看，异常凭证的范围涵盖了失控发票，而且税务机关在调查流程中失控

发票也比照异常凭证处理。由于虚开发票、失控发票、异常凭证三者大部分情况

下无本质的差别，同样的情形只因查办部门的不同而定性不同。所以企业一旦遇

到异常凭证风险，除了积极应对争取正常抵扣税款外，取得异常凭证的企业要重

点预防由取得异常凭证变为涉嫌取得虚开发票犯罪（接受虚开）。

一、异常凭证（失控发票）风险防范

异常凭证被税务机关调查的首要风险是进项税额转出，缴纳增值税和加征滞

纳金，后续根据调查情况可能升级为虚开发票，会面临补交税款、加征滞纳金、

定性为偷税加处罚款或者定性为虚开发票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取得异常凭证第一

步要做的不是保证不遭受经济损失，而是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转化为涉嫌虚开发

票犯罪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是否构成接受虚开犯罪，要点为是否存在真实的

业务交易。

（1）应急预案

一旦被认定取得异常凭证需要立刻制定或启动发票风险应急预案，由财务部

门和业务部门共同参与，必要时聘请专业税务律师协助应对。

（2）对业务进行内部自查

公司内部的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要对经手的业务开展内部自查，财务部门主

要自查货物流、资金流、发票流三流一致的材料、是否支付或收取开票费、是否

有资金回流，业务部门主要自查业务的真实性，是否明知开票方开具的是虚开的

发票。

（3）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调查

异常凭证的调查核实部门一般为主管税务机关，执法手段少于稽查部门，公

司内部财务部门要积极同税务机关沟通，配合税务机关调查，防止风险升级。

（4）联系上下游客户



公司尽快联系到发票发生问题的一方，防止因时间过长对方走逃失联，向对

方了解发票列为异常凭证的来龙去脉，掌握主动。如果公司在自查中发现业务操

作过程中缺失资料的尽可能联系对方补充，例如出库单、运输凭证等。

二、异常凭证（失控发票）风险应对方案

经过前期工作准备，如果确认企业避免了涉嫌虚开发票风险，那么主要精力

应放到异常凭证风险应对中，争取达到正常抵扣税款的最优结果。根据规定，异

常凭证经税务机关核实后，未发现异常情形，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抵扣或出口退

税有关规定的，允许纳税人继续申报抵扣或办理出口退税，企业需要提交增值税

发票信息、业务合同、运输仓储证明以及银行账单资金流的一致性等来证明业务

真实性。

由于异常凭证是税务总局为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归纳出的概念，并非是

法律意义上的定性，因此在认定的范围上及各级税务机关在执行中存在不确定性

和扩大化等问题。这需要企业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应对。

情形一

这种情形下，主体企业非常被动，上游直接是虚开一方，下游是否虚开不能

确定。在避免涉嫌虚开发票的前提下，尽量通过货物流、运输仓储等角度证明存

在真实业务，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辩。发票流和货物流不一致可能不会构成虚开发

票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异常凭证处理中允许抵扣税款的难度很大。

情形二



在这种情形下，主体企业基本可以排除虚开发票风险，但前提同样是必须有

真实的货物流转。主要的风险在于上游企业一端，其开具给主体企业的发票会被

税务机关认定为异常凭证。如果是大宗商品交易，由于货物的特殊性，在交易中

可能仅是货权的形式转移，而未实际转移货物本身，缺失最重要的货物流凭证，

在应对时很难证明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票与货相对应，因此如果保存运输、仓

储等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

情形三

在这这种情形下，要实现正常抵扣税款的目的难度较大，需要主体企业在业

务发生时注意各项法律文书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从业务的真实性和资料的完整性

两个方面去申辩，如果在能追踪到货物的最终流向终端，会更加有利于证明业务

的真实性。

情形四



这种情形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看，主体企业至少和上下游企业之间三流完全一

致，业务真实，除非发生上游企业开具发票后走逃不申报的极端情况，接收的发

票既不应认定为虚开发票也不应认定为异常凭证。但是现实操作中，很多异常凭

证属于部分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出于规避执法风险和减少工作量等考虑，没有落实

定义异常凭证的 76 号公告出台的初衷，利用发票协查系统，将部分正常发票列

为异常凭证录入到系统中，将本应由本环节核实的责任转嫁给下游企业和下游税

务机关。极端情况会出现某企业取得一张异常凭证，开具的所有发票均被列入异

常凭证的现象，这使得全国范围内异常凭证的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这也使得正

常开展业务的主体企业莫名被取得异常凭证，受到税务机关调查并需要将取得的

进项税额先行转出。

当企业收的发票出现上述情形时，除了主体企业自身的业务和法律文书要完

整、准确之外，应当将上游企业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异常凭证错误作为申辩的要点

之一。

情形五

这种贸易模式下，在公司 1、公司 2、公司 3 之间货物的转移仅是法律形式

上的，并未实现货物实体交割，如果公司 1 涉嫌虚开发票，公司 2、公司 3 在风

险应对时最大风险是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有货交易（仓储、运输凭证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