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病医疗支出可扣除
金额查询操作流程



1.在应用市场里直接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然后进行下载。



2.打开软件后，点击首页“未登录”，选择验证码登陆，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根据提示设置

密码。



3.激活医保电子凭证，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进行实名认证，并根据提示，通过人脸采集激活电
子凭证。



4.在“个人所得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专区，查询扣除额。在这里进行“年度费用汇总查询”
和“年度费用明细查询”。（系统会自动计算出符合大病医疗个税抵扣政策的金额。）



5.在个税APP或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上进行申报操作



6.在弹出的页面确认基本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关系”（可选择“本人”“配偶”“子

女”）。根据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查询的金额，分别据实填写“医药费用总金额”和“个人负担金

额”（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



7.最后，选择申报方式。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通过单位来申报或个人进行自行申报。



8.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热点问题解答

1、纳税人父母的大病医疗支出，是否可以在纳税人税前扣除？

答：目前未将纳税人父母纳入大病医疗扣除范围。

2、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时，纳税人需要注意什么？

答：纳税人日常看病时，应当留存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据原件（或者复印件）等资料备查，同时，可以通过医疗保障部门

的医疗保障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本人上一年度医药费用情况。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填报相关信息申请退税。

3、夫妻同时有大病医疗支出，想全部都在男方扣除，扣除限额是16万吗?

答：夫妻两人同时有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可以选择都在男方扣除，扣除限额分别计算，每人最高扣除限额为8万元，合计最高

扣除限额为16万元。

4、大病医疗支出中，纳税人年末住院，第二年年初出院，这种跨年度的医疗费用，如何计算扣除额？是分两个年度分别扣除吗？

答：纳税人年末住院，第二年年初出院，一般是在出院时才进行医疗费用的结算。纳税人申报享受大病医疗扣除，以医疗费用结算单

上的结算时间为准，因此该医疗支出属于是第二年的医疗费用，到2020年结束时，如果达到大病医疗扣除的“起付线”，可以在

2021年汇算清缴时享受扣除。

5、在私立医院就诊是否可以享受大病医疗扣除？

答：对于纳入医疗保障结算系统的私立医院，只要纳税人看病的支出在医保系统可以体现和归集，则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

支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大病医疗扣除。

6、如何理解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起付线”和扣除限额的关系？

答：根据《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

分）累计超过1.5万元的部分，在8万元限额内据实扣除。上述所称的1.5万是“起付线”，8万是限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