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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填税号发票不能报销了
一般在商家开发票时， 只要是企业抬头，

对方都会问是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
专用发票，如果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则需提供
企业纳税号、银行账号等信息，但如果是开普
通发票，则只需提供企业名称即可。

国家税务总局在 5月发布《关于增值税发
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 明确，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
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销售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
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但是并不是所有报销发票都需要税号，此
次新规针对的主要就是企业和增值税普通发
票，定额发票不在实施范围内，个人采购、政府
和事业单位也不受影响。 此外，公告里所指的
企业，包括公司、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企业分支

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企业。
也就是说，从 7 月 1 日开始，消费者不管

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只要发
票抬头为企业，都需要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
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根据税法规定，开
票日期在 7 月 1 日之后的发票， 如果没有填
写这些信息就属于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再
作为税收凭证计税、退税、抵免等。

须列出具体明细
“办公用品”不能开了

除了普通发票也要提供税号， 还有消息
称，7 月 1 日起，去商场超市买东西，不能再开

“食品”“日用品”“办公用品”“礼品” 等笼统的
称呼，必须按照明细如实填写。对此，国家税务
总局在公告中表示，销售方开具发票时，应如
实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相符的发票。购买方取
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

扬州弘瑞税务师事务所税务师顾世汉对

此解读称，其实这并非是什么新规，“发票内容
应该按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是税法早就有
的规定。 只不过，之前人们购物时往往按照食
品、办公用品这种大类开具，这就造成了一些
违规空间。比如有人可能会买了食品而要求开
成办公用品到单位报销，其实是与实际交易不
符的。

顾世汉表示， 国税总局再次对这一问题进
行明确， 也意味着可能今后对这方面要求会更
严。 根据规定， 今后即便确实是购买了办公用
品，也不能再按这种大类开具发票，需要细化到
购物明细。如在商场买了几支铅笔，那发票上必
须把商品名称、型号都打印出来，如果说项目比
较多，必须以清单的方式附在发票上面。

记不住税号
可用支付宝、微信扫码开票

对于市民来说，新规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后
你要是公事出差，或者是为单位采购，都必须牢

记企业税号等信息了。 企业的税号、注册地址、
电话等信息需要牢记或者保存， 无疑给经常需
要报销的消费者以及商家都带来不少麻烦。

如果记不住怎么办？ 记者了解到，目前
新版支付宝、微信等都已增加了“扫码开票”
的功能，只需要在支付宝“发票管家”应用，
或微信“发票小助手”小程序内保存企业纳
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并在支持扫码开票功能
的商家处扫二维码即可快速开出纸质或电
子发票。

以酒店为例， 用户只需打开支付宝扫描酒店
柜台上的二维码，在手机上输入企业抬头，即可解
析出企业的开票资料，确认开票信息无误之后，提
交开票申请，酒店就可快速开取增值税专用发票。
下次扫码开票时，企业开票信息已经保存，直接点
确认即可。利用支付宝扫一扫开出发票后，还可自
动归集到支付宝内的“发票管家”，方便顾客管理
自己的发票，如果是电子发票，还可下载用于打印
报销。 /综合央视、扬子晚报

师承教育传“国宝”精髓
让发光的“真金”更多

“人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本。 ”国家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王国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我国推动院
校教育、 师承教育等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形
成。 截至 2015 年底， 中医药专业在校生达
75.2 万人， 全国中医类别执业（助理） 医师
45.2万人（含民族医医师、中西医结合医师）。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一些地方，学历教
育和临床实践脱节严重。 怎样培养出会看病、
看好病的中医医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
题。 ”国医大师孙光荣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召开的宣传贯彻中医药法座谈会上说。

怎样让传统“国粹”后继有人、“春天”长在？
中医药法明确， 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
临床实践。 中医医师资格考试的内容应当体现
中医药特点。 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
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通过相关人员推荐
和考核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会长陈

珞珈指出， 这在尊重中医药知识传承独特规
律的基础上，以法律形式为保存民族国粹、解
决卫生资源不足的问题开辟了可行途径，同
时助力中医药通过独特的预防保健作用和灵
活的治疗方式放大医改的惠民效果。

目前有关配套政策正在抓紧制定中。 专
家指出， 今后出台配套政策还应注重与执业
医师管理、 医疗机构管理等相关法律规范的
有机衔接。

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青春不老”
下一个屠呦呦或不再遥远

协同使用中医药和抗生素减毒增效、屠
呦呦用“中国药草”摘得全球顶级科学荣誉诺
贝尔奖……中医药如何发挥原创优势， 站上
国家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风口”？

中医药法指出， 国家支持中医药科学研
究和技术开发，鼓励中医药科学技术创新，推
广应用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 建立和完善符
合中医药特点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 评价体
系和管理体制。“国家已把中医药科技创新摆
在国家科技发展全局更为重要的位置。 中医

药原创思维优势和理论自信正在不断彰显。 ”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截至 2016 年
底，已有 45 项中医药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
奖励，其中科技进步一等奖 5项。 中国中医科
学院院长张伯礼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需
开展协同创新机制建设，搭建大平台，以疗效
为重要抓手， 以需求为导向加强相关研究。

“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抗肿瘤、治疗代谢
性疾病等已取得重要进展。 下一个屠呦呦或
不再遥远。 ”

中医药逐渐融入国际医疗体系
“墙内开花”怎样“墙外也香”？

针灸铜人国礼“刷屏”，奥运会运动员身
上的火罐烙印飘动着“中华印记”。 2016 年，
我国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额已达 34.26 亿美元，
中医药已传播至全球 183 个国家和地区。 中
医药逐渐融入国际医疗体系。 然而，相较于日
韩等国， 我国中成药出口和相关专利拥有量
在全球占比仍处弱势。“墙内开花”怎样“墙外
也香”？

中医药法指出， 国家支持中医药对外交
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应用；加
强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

甘肃省卫计委主任郭玉芬等专家指出：
“中医药走出去需从自身‘强筋健骨’做起，强
化质量控制、完善相关标准建设，进一步研究
相关科学机制和作用机理等。 ”如何用中医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通过推动中医药国际化
标准对接使其真正“落地生根”，通过传统医
药打造“健康命运共同体”，是我国中医药发
展面临的新时代要求。

“中医药‘走出去’的根基，说到底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王国强说，在对中医
药认知不断深入、发展不断变迁的过程中，业
内外产生多种声音是在预期之内的。“重要的
是，要在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中凝聚正能量，
真正把这部集结中医人心血的法律用好，把
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
好、发展好、利用好。 ”

/新华社

由南航新疆分公司引进的波音 787“梦想
客机”落户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该新型
宽体客机 1日起正式投入“一带一路”航线，运
营乌鲁木齐至喀什、北京、上海航线，连接国内
重要支点城市，为新疆联通中亚、欧洲等国际
航线提供运力补充。

波音 787 型客机是航空史上首架超远
型中型客机，目前，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波
音 787 共 47 架。 记者从新疆机场集团了解
到，自 7 月 1 日起，该机型每天有 3 趟航班

往返于乌鲁木齐、喀什、北京、上海 4 座城
市。 此外， 这也是新疆喀什支线机场近年
来航线“爆发式”增长后，首次运营宽体客
机。

“引进波音 787 执飞新疆航线是把最好
的飞机投入到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 ”南航新
疆分公司总经理富璞岩介绍， 波音 787 机型
一直是国际热门航线及北上广精品航线的主
力机型。 随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推进，中
国向西开放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乌鲁木齐国

际航空枢纽和喀什第二枢纽作用凸显，当地亟
待投入更多运力。

作为在新疆执飞航线最多的航空公司，南
航新疆分公司此次首先引进两架波音 787 投

入新疆航线运营，也是“梦想客机”首次落户我
国西北地区， 下半年还将陆续引进 11架全新
波音 737-800和 737MAX客机。

/新华社

开普通发票要填“税号”
主要针对企业和增值税普通发票
不符合规定发票无法报销 开发票时不得变更品名和金额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被称为“最严发票令”的公告。 7月 1日起，企业取得的未填写税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能再作为税收凭证。
这里所说的税号指的是税务登记证上的号，每个企业的识别号都是唯一的。

中医药法7月1日起施行

“国粹”创新发展怎样“号脉、抓方”？

“梦想客机”波音 787
执飞“一带一路”航线

“有技无照”有望合法行医、“刘洪斌们”不得“忽悠”、全链条监管让道地药材真正“地道”……我国首部全面、系统
体现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将于 7 月 1 日起施行。 传统的“中华国粹”迎来开启法治
化治理新的征程。

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之一，传统的中医药怎样借力法治化放大深化医改的惠民效果？ 已传承延续数千
年的中国“瑰宝”将怎样突破瓶颈，步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