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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

贯彻落实，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疗机构的税收负担，促进了医疗机构医疗条件的改善，服务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也减轻

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对调和医患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经过审计发现，由于目前绝大多

数医疗机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而且总体上仍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式，致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税收

政策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医疗机构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税务管理难以实施。长期以来，政府对卫生事业一直按计划经济的思路进行定位，概括为“政

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医疗机构不属于市场主体范畴，也就不视为纳税主体，税务机关很难实施积极

的税务管理。加之税务部门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工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很难掌握医疗行政管理政策，无法参与

医疗机构认定的源头管理，造成税务部门疏于管理、医疗机构纳税意识淡薄的现状。 

二、医疗机构税收政策不统一，不利于税法体系建设。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政策不统一，且同一类型医疗

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很多，导致营利性医疗机构向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挂靠，想方设法将所有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挂钩

以达到逃税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成为一些医疗机构逃税的工具，违背了制定政策的初衷，而且使税收政策支离破

碎，不利于税法体系的建设。 

三、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存在漏洞，致使纳税主体鱼龙混杂，难以区别对待。卫生行政部门对非营利

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分类界定标准，基本上是按照医疗机构自身的意愿和注册资金的来源确定其机构性质。由于非营

利性医疗机构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所以许多营利医疗机构向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挂靠。这些医疗机构虽然也开展医疗服

务，但直接销售药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且多以营利为目的，对它们的应税与免税收入却难以划分，给税收管理带来了

不便。 

四、有关规定不明确，税收政策难以落实。如“自产自用的制剂”范围包括哪些，哪些产品应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正常

管理没有明确；以开诊所、门诊为名主要从事药品销售的单位，因其医疗服务收入和销售药品收入交叉，税务部门应如

何进行管理，是征收增值税还是营业税也没有明确。 

加强对医疗机构税务管理的建议 

鉴于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的现有模式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历史原因，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

作。但是，立足目前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的现状，加强和改进有关管理制度建设，全国统一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机构实施

积极的税务管理势在必行。 

1．要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全部纳入税务管理。 

2．税务机关要参与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财务核算的管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所执行的会计制度、财务制

度、医疗服务价格和国家规定的医疗服务价格必须报税务机关备案，上述几项如有变动，应及时报送税务机关。医疗机

构应自觉接受税务机关的检查，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税务机关应会同工商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参与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分类界定工作。 

4.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所使用的票据必须纳入发票管理范围，接受税务机关监督检查。 

5.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向税务机关提供医疗卫生机构的有关信息，财政部门要根据税务机

关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检查报告决定是否给予和给予多少财政补助。 



6．针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特点，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医疗卫生机构的纳税意识。 

          －－摘自《中国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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