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落实 2018年 8月 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新个人所得税法，财政

部及国家税务总局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已于 11

月 4日结束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此外, 新《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第十一条规定，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

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预扣预缴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但预扣预缴方

案尚未正式公布，网传的累计预扣法最终如何实施尚有诸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 

无论如何，个税新政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拟实施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的个人所得税制仍然是以自然人为纳税人，但申报内容和申报方式已发生了较大

变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企业如何实现个税扣缴的平稳过渡，防止纳税人多

交或者少交个人所得税的情况，规避税务风险，建议企业早做准备，重点从以下

几个方面向员工进行政策宣传和相关涉税信息的填报辅导。 

1．如何判断纳税义务 

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引入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概念，居民个人判定

中对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通常指外籍和港澳台人员）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

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

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仍然保留了五年、单次离境 30天、连续或累计 90天等，具体归纳参阅（表 1：

中国境内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表 1：中国境内无住所个人的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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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是中国规

模最大的税务专业服务机构

之一，具有中国注册税务师协

会认定的税务师事务所最高

等级 AAAAA 资质，2010-2017

年度连续八年名列本土品牌

税务师事务所收入排名第一。

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深圳、

杭州、天津、成都、宁波、南

京、太原、西宁、济南、乌鲁

木齐、福州、武汉、南昌、长

沙、郑州、重庆、厦门等 19

个省和直辖市设有子公司，是

一家全国性的税务专业服务

机构，拥有专业人员 1700 多

名，其中注册税务师 600 余

名。 

专业服务 

 

中汇凭籍领先的专业知识、丰

富的行业经验、 出色的分析

能力，以及与客户的深入沟

通，能为客 户提供强有力的

专业支持，协助客户提升价

值。 

中汇观点 



2．明确综合所得的四项内容 

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四项综合所得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

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第二，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

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

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 

第三，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 

第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

的所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同时对纳入综合征税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

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居民纳税人是按年汇算清缴综合所得，特别对于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纳税人，在部分地区已

按核定征收率预缴税款或是由扣缴义务人预扣缴税款的，并非已完全履行纳税义务，需要进行年度汇算清缴申报。 

3．纳税人需要办理纳税申报的七种情况 

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当依

法办理纳税申报： 

（一）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二）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三）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四）取得境外所得； 

（五）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六）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于公司员工满足以上情形的，需要提醒其自行、委托扣缴义务人及第三方代理机构办理纳税申报。 

4．了解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及扣除人的选择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

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根据《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详见（表 2: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 

表 2：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征求意见稿) 





关政策，其中一大原则就是，挂牌前原始股转让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挂牌后取得的股票转让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同时，137号文明确规定：本通知所称原始股是指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在该公司挂牌前

和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相对于主板的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新三板限售股分红避税漏洞已经堵上。 

针对原先主板限售股转让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最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

售股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 ），该文规定，自 2010年 1月 1日起，对个人转让

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此文出台后，市面上出现了一

系列针对限售股股票的方案安排，包括所谓的离婚避税、协议转让避税、赠与避税，通过 ETF基金、开放式基金转

换避税等多种方式。针对这些问题，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后期又专门下发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

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 ），对限售股征税具体

规则给予明确：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个人转让限售股或发生具有转让限售股实质的其他交

易，取得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限售股在解禁前被多次转让的，转让

方对每一次转让所得均应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具有下列情形的，应按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一）个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让限售股； 

（二）个人用限售股认购或申购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份额； 

（三）个人用限售股接受要约收购； 

（四）个人行使现金选择权将限售股转让给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 

（五）个人协议转让限售股； 

（六）个人持有的限售股被司法扣划； 

（七）个人因依法继承或家庭财产分割让渡限售股所有权； 

（八）个人用限售股偿还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由大股东代其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 

（九）其他具有转让实质的情形。 

该条规定基本上堵住了很多不合理的限售股避税漏洞。但是，在 70号文发布后到现在，目前针对主板个人限售

股避税的另一大漏洞一直未堵上，就是通过高比例送转股进行限售股避税。这一避税安排的主要原因在于财税〔2009〕

167 号 文明确规定：本通知所称限售股，包括： 1.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票复牌日之前股东所持原非流

通股股份，以及股票复牌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下统称股改限售股）； 2.2006年股权分

置改革新老划断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

送、转股（以下统称新股限售股）。 

根据这一政策规定，主板应征税的限售股仅包括未上市前（股改前）持有的，以及在上市前（股改前）到解禁

日期间孳生的送、转股，包括解禁后的送、转股，且这一规定是通过中证登后台系统自动打标记，再转让环节按照

先卖应税的，后卖免税的规则来自动实现的。因此，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持有限售股的大股东在解禁日后通过大比例

送转股后再转让来进行税收筹划。 

案例：甲个人持有 A上市公司 1000万股股票，该股票是其上市前作为原始股股东持有的，每股成本是 1元/股。

2011年，A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是 50元/股，甲个人持有的 1000万股股票解禁日是 2014年 5月 1

日。假设 2014年 5月 1日，A公司股票价格为 80元/股，且假设解禁前后几日股价不变：在这个前提下，假设 A上

市公司实行 10送 10的方案： 

方案一：A上市公司在 2014年 4月 29日 10送 10，甲个人取得 2000万股后，2014年 5月 1日按照 40元/股（因

为 10送 10除权）减持； 

方案二：A上市公司在 2014年 5月 2日 10送 10 ，甲个人取得 2000万股后，2014年 5月 3日按照 40元/股（因

为 10送 10除权）减持； 

税负比较：（不考虑手续费、佣金、印花税） 

方案一： 

根据财税〔2009〕167号 文规定，只要是限售股在解禁期间的送、转股都属于应征税限售股。鉴于方案一送转

股是在解禁日前，10送 10孳生出来的 1000万股也属于应征税限售股： 



个人所得税=（40*2000-1000）*20%=15800万元 

方案二： 

鉴于方案二送股的日期是在解禁日后，则新送出来的 1000 万股不属于 167号文应征税的限售股，因此，这部分

股票在系统内也是不打标的，后期转让也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2014年 5月 3日，甲个人转让 2000股股

票，只有 1000股属于应征税的限售股。但是，送股后，股价还是除权的。 

个人所得税=（40*1000-1000/2000*1000）*20%=7900万元 

比较方案一和二，我们可以发现，甲个人通过在限售股解禁后送转股，10送 10，税负就可以下降一半。因此，

我们确实在中小板和创业板发现，部分股票出现在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限售股解禁日后，立刻实行大比例送、转股，

10 送（转）10、20、30等，送（转）比例越大，税负下降幅度也越大，送转后不长时间就发布了大股东减持公告。

因此，这一目前税法文件内合法的避税漏洞的确被部分上市公司所采用。 

但是，在这次针对新三板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中《于个人转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有关个人

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37号）则把这条漏洞给堵上了。137号文明确规定：“本通知所称原始股是指

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在该公司挂牌前和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 

即对于新三板股票，只要是个人在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不管是在挂牌前，还是在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



 

2.低税率国家盈利、高税率国家亏损(以后年度一直保持该状态) 

结论：应选择“不分国不分项” 

理由：高税率国家的亏损可用于抵减低税率国家的应纳税额。 

 

3.低税率国家亏损、高税率国家盈利(第 1年)，低税率和高税率国家均盈利(第 2年) 

结论：应选择“不分国不分项” 

理由：同 1。 

 



4.低税率国家亏损、高税率国家盈利(第 1年)，低税率国家盈利、高税率国家亏损(第 2年) 

结论：应选择“不分国不分项” 

理由：同 2。 

 

5.低税率国家亏损(第 1年)，低税率国家盈利(第 2年) 

结论：应选择“不分国不分项” 

理由：当某国的盈利不足以弥补该国的亏损时，可使用其他国家的盈利来弥补，从而少交或者延迟缴纳企业所

得税。 

 

综上所述，在境内企业所得税率不变或境内企业预计未来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的情况下，不管境外公司利润情

况如何，一般均应选择“不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方式。但当境内企业预计未来企业所得税税率可能提高的情况下，

分析结果可能会有所改变。如下表，假设：A国适用税率 15%，C国适用税率 10%，境外企业所得税税率在第 3年由

25%变为 30%。 



 

另外，根据财税〔2009〕125号规定，如果经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核准，企业采取简易办法对境外所得已

纳税额计算抵免，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1号第 32条规定，采用简易办法也须遵循“分国不分项”原则。财税

〔2017〕84号明确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在现行“分国不分项”抵免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不分国不分项”的综合

抵免方法供纳税人选择。财税〔2017〕84号未规定企业采用简易办法仍须遵循“分国不分项”原则，且根据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填报说明，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抵免方式，申报表 A108010、A108020、A108030仍需按国(地区)

别逐行填报，若企业采用“不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方式，申报表 A108000的填报方式为：企业若选择“分国(地区)

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应根据表 A108010、表 A108020、表 A108030分国(地区)别逐行填报本表；企业若选

择“不分国(地区)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应按照税收规定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并根据

表 A108010、表 A108020、表 A108030的合计金额填报本表第 1行。故，根据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填报说明，

若企业采取简易办法对境外所得已纳税额计算抵免，也可在“不分国不分项”和“不分国不分项”两种抵免方式中

进行选择。 

来源：浙江税务风险管理和技术部 

 

 

 

 

 

寒冬将至，中汇开来（河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每年都要把慈善活动

作为公司的一项大事来做。 

2018年 11月底，我们首先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向洛阳市儿童福利院爱心捐赠的活动，全体员工积极参与，热心

捐款。2018年 12月 4日下午，中汇开来一行 4人在董事长雷晓文的带领下，携带由全体员工爱心捐赠款购买的尿

不湿和小食品，来到洛阳市儿童福利院看望需要关爱的小朋友。 

传递爱心——中汇开来身体力行，永远在路上 

中汇动态 



 

在福利院爱心办公室领导的陪同下，一行人到孩子们的生活区进行了慰问。经介绍，福利院现有儿童 500余名，

员工 200余名，所有孩子均是经过公安机关认定的弃婴或残疾儿童，且 80%为脑瘫儿童，8-12岁儿童占总人数的 80%。

年满 18 周岁的孩子将被转送入洛阳市成人福利院，在那里继续接受社会的关爱。通过此次活动让我们认识到福利院

的公益事业任重道远，仍需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支持与关爱。 

对于我公司的此次爱心行为，福利院给予了高度评价。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中汇开来将在传递爱心的道路上

继续前行，继往开来。 

 

 



 

 

 
在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为了响应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举办的“改革开放 40年• 我与税务师行业” 征文（作

品）活动，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制作了《时代瞬息万变不变本色初心》的微视频。经过层层选拔，该作品在

270 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三等奖。 

变，是税务师事务所的应运而生；不变，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保障纳税人权益的初心。 



 

中共江苏省委娄勤俭书记开幕式上的讲话，如“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把每个岗位都当成奋

斗的舞台，把每项工作都视为逐梦的机会”、“自信的女性自带光芒”等，都让代表们倍受鼓舞，并引发热烈反响。 

中汇江苏税务师事务所女性从业人员占比较多，女职工占全体员工比例的 61%。姚红宇表示，作为来自涉税专

业服务组织的从业人员，作为中汇江苏的工会女工委员，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倍感光荣。 

通过本次大会，让姚红宇有了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表示，本次会议结束后，她会把会议精神传达给身边

的姐妹们，鼓励大家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发挥专业优势，脚踏实地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在新时代有新担当，

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书写人生华章，在自我升华完善中绽放最美丽光彩。 

 

 



 

 

 

 

从明年 1月 1日起，个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将全面实施。记者获悉，目前各地税务局正在加紧备战，全力

保障新个人所得税法的顺利实施。 

广东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处长詹立仁表示，广东省税务局将进一步探索个人所得税管理大数据平台，积极开

展更为全面、详尽、动态的个税改革效应分析；强化部门协作，全力推进构建全省税收共治格局，用协同共享提升

征管效率；创新宣传培训方式，积极做好新税制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 

据詹立仁透露，广东省税务局已经提请省政府加强统筹推进，加快构建全省税收共治新格局，为促进包括自然

人在内的涉税信息共享，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协税护税网络提供制度保障。此外，广东省税务局还提请省政府牵

头建立统一规范的涉税信息共享平台或机制，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提供涉税信息的要求、具体的协助义务和职责，

建立全省税收共治的协同机制。 

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处长毛江表示，为确保个税新政的精准落实，该局在前期培训辅导的基础上，积极

做好政策衔接、宣传辅导和信息共享等工作，全力保障新个人所得税法的顺利实施。 

毛江介绍，为了更好地做好信息平台建设工作，丰富和完善北京市大数据行动计划，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北京

市税务局加强与市政府的沟通协调，取得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成立了信息共享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北京市政务信

息共享平台搭建数据通道，各单位将涉税数据信息传输到北京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后，再实时同步传输到北京市税

务局中心数据库，并与国家税务总局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ITS）进行对接。 

在 11月个税改革过渡期政策实施首个征期，贵州省共有 46.4万户扣缴义务人、412.1 万名纳税人申报缴纳个

人所得税。据该局测算，90余万户工资薪金纳税人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占比由 45.8%下

降到 24%。 

据贵州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处长徐虹表示，贵州省税务局将进一步细化个税改革工作措施，明确岗位职责和

工作流程，推进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初始化，核实、清理系统中的自然人数据，开展个税新政宣传和系统操作流程

培训，为 2019年 1月 1日个人所得税法全面施行奠定良好基础。 

来源：证券日报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

第 28号，以下简称《办法》），因其影响范围广，而受到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高度关注。近日，笔者结合工作中的

实际经验，针对该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引发争议的条款，总结出四个需要特殊注意的问题。 

如何理解税前扣除凭证的合法性 

税前扣除凭证的合法性原则主要见诸《办法》第二条，合法性指税前扣除凭证的形式、来源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等相关规定。在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人员撰写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基本概念解析》

一文中，对上述条款中的“法律、法规”作出了如下阐释：法律、法规是广义上的概念，既包括税收方面的法律、

法规，也包括会计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与税前扣除凭证有关的其他各类法律、法规。那么如何把握和理解“与

税前扣除凭证有关的其他各类法律、法规”呢？ 

从税法中性的角度而言，税务部门没有担负界定凭证反映的交易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义务。销售方违

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从事特定经营活动时，其作为经营交易主体明显不适合，从而不应具备领用和开具相关经营活动

发票的资格，如果已开具发票，也可能出现《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中“与实际经营活动不符”的情形。因此，

建议纳税人对具有准入性质的特殊交易活动，应明确要求销售方出具资质证书或已得到审批部门核准的书面材料，

防范因上述税前扣除凭证违反合法性原则而不能抵扣的风险。 

六项个税抵扣即将实施 各地税务紧备战 

凭证扣除： 需特殊关注的四个问题 

行业资讯 



善意取得虚开发票能否税前扣除 

依照《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企业取得私自印制、伪造、变造、作废、开票方非法取得、虚开、填写不规范

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以及取得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其他外部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该条

款意味着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取得，企业手中的虚开发票都会被认定为不合规发票，从而被剥夺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的资格。但善意取得虚开发票背后的真实交易所发生的成本、费用，能否予以列支呢？ 

在《办法》出台前，对企业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0〕187号）所定义的善意取得的增值税虚开发票，税务机关经常援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进

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国税发〔2009〕114 号）（该文件已于 2018年 6月废止）的相关规定，

以取得“未按规定取得的合法有效凭据”为由，要求涉事企业对该凭证不得税前扣除。但这个主张在行政诉讼阶段

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对准予税前扣除的支出的判断标准，是

遵循实际发生、与收入直接相关及符合经营常规需要的原则。 

《办法》出台后，正式确立了税前扣除凭证的定义和法律地位，也对因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情形设

置了救济条款；因此，在税务部门已经定性发票为善意取得的前提下，企业所取得的虚开发票只是丧失了其作为税

前列支凭证的证据效力，而并非丧失了其税前列支的权利，当企业确实无法再次取得合规发票时，应当参照《办法》

第十四条准予税前扣除。 

票据抬头为个人能否税前列支 

在企业的正常经营过程中，通常会取得员工因公务出行过程中机票和火车票的人身意外保险费、符合职工教育

费范围的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认证等经费支出，以及因公到境外出差的签证费等票据。由于上述票据的抬头大多以

个人身份开具，按照《办法》中的第九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7年第 16号）的相关规定，部分企业对上述未列明企业抬头的发票是否允许在税前列支，一直把握不准确。

事实上，《办法》第九条并未对所取得的发票抬头做出任何限定。 

依照《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提供服务机构将发票开具给员工个人并无不妥。与此同时，员工是企业对外延

伸开展业务获取经济利益的载体，因公务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上述支出，符合《办法》第二条中“真实性、合法性、

关联性”税前扣除的基本原则，其取得的发票可以作为税前列支凭证。当然根据《办法》第七条的要求，企业仍需

保留员工入职情况、因公出差的审批报告、报销付款凭据等材料，用于佐证上述发票所反映业务的真实性，方可达

到进行税前扣除的条件。 

税前扣除凭证无法补正的特殊原因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8年第三季度政策解读会的现场解答内容，笔者认为，《办法》打通了“不合规外部凭证

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换开合规外部凭证—→因特殊原因不能换开—→具有相应资料可以证实支出真实性—→

允许扣除”的扣除管理流程。其中，对特殊原因的定义牵涉到税前扣除的相关资料，是否能够直接取代税前扣除凭

证成为税前列支的重要证据。由此可见，厘清“特殊原因”的含义至关重要。 

《办法》第十四条列举了“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四种情况，

并在以上典型事项后以“等”进行表述。从列举项分析，四种情况均为应开具凭证方因自身客观条件无法满足或受

到限制而无法正常履行开票义务，与应开具凭证方的主观意愿没有关系。由此可见，这意味着该条款所表述的“等”

所囊括的情形，属于因应对新形势而等待补充的事项。 

因此，对于应开具凭证方明显具有补开、换开凭证能力，但由于纠纷或其他原因主观上不愿履行义务的、尚未

被认定为非正常户的走逃（失联）企业、实行破产重整尚未决定是否继续履行交易的企业等，由这些非客观原因造

成的，均无法适用“特殊原因”条款而允许“无凭证”税前扣除，建议企业在合同签订环节，对未按时限开票增加

限制性或惩罚性条款，注重防范应开具凭证方出现“赖票”的风险。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王佳龙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固定资产大家都清楚，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 12个月的

非货币性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

那么固定资产如何确定其计税依据，其折旧范围是什么呢？又有哪几种折旧方式呢？今天，让小编带大家了解了解

固定资产那些事~ 

一、固定资产如何确定计税基础 

固定资产根据以下几种方法来确定计税依据。 

（1）外购的固定资产，以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发生的其他支出为

计税基础； 

（2）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以竣工结算前发生的支出为计税基础； 

（3）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

基础，租赁合同未约定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

础； 

（4）盘盈的固定资产，以同类固定资产的重置完全价值为计税基础； 

（5）通过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

关税费为计税基础； 

（6）改建的固定资产，除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和租入的固定资产以外的其他固定资产，以改建过程中发

生的改建支出增加计税基础。 

二、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是哪些 

以下几种状况的固定资产不得计提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7）其他不得计提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三、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有哪些 

（1）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提的折旧，准予扣除。 

（2）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提折旧；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

起停止计提折旧。 

（3）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

确定，不得变更。 

四、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年限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固定资产的税收那些事儿~快收好！ 



 

五、固定资产折旧的优惠政策 

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双倍余额递

减法、年数总和法）的固定资产的范围： 

（1）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 

（2）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缩短折旧年限方法--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折旧年限的 60%。 

友情提醒：在固定资产确定计税基础中，如果遇到已提足折旧的固定资产或租入的固定资产需要改建，则改建

支出计入长期待摊费用。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由出租方计提折旧，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由承

租方计提折旧。现在，固定资产的方方面面你了解一些了嘛~ 

来源：上海税务 

 

 

 

 

 

一、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是有时间限制吗？ 

答：符合开具红字发票的条件即可开具。 

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可以作废吗？ 

答：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不能作废，只能冲红。 

三、一般纳税人只提供人工，不提供建筑材料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吗？税率是多少？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 2第

一条规定，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

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采购的建筑工程。增值税征收率为 3%。 

四、企业提供建筑服务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备注栏是否需要备注建筑服务发生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6 年第 23号)第四条规定，提供建筑服务，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的备注

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 

第七条规定，本公告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施行。 

五、单位持有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

的余额为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但该上市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前已经暂停上市，如何确认买入价？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解答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是有时间限制等 11 个

税收热点问题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42 号）第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

的送、转股，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6 年第 53号)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确定买入价；在重大资产重组前已经暂停上市的，以上市公司完成资产重

组后股票恢复上市首日的开盘价为买入价。 

六、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需要多久？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9 号）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个工

作日内办结，有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当日办结。 

七、新的个税起征点是多少？ 

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号）将第六条修改为：“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一）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

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自 2018年 10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以及

专项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本决定第十六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

适用）按月换算后计算缴纳税款，并不再扣除附加减除费用；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

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先行依照本决定第十七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二（经营所得适用）计算缴纳税款。 

八、开出的专用发票丢失，销方怎么处理，购方如何认证？ 

（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增值税发票领用和使用程序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

第 19号)规定：“简化丢失专用发票的处理流程：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如果丢失前

已认证相符的，购买方可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丢失增值税专

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或《丢失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附件 1、2，以下统称《证明单》），

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如果丢失前未认证的，购买方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进行认

证，认证相符的可凭专用



2.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具体要求见附件 1。 

（二）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商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1.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燃用天然气、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

两用燃料轻型和重型商用车）； 

2.燃用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标准，具体标准见附件 2、附件 3。 

二、对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税。 

（一）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纯

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征税范围，对其不征车船税。 

（二）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1.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 

2.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标准，具体标准见附件 4； 

3.通过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符合新能源汽车标准，具体标准见附件 5； 

4.



第五条个人出租不动产取得的月租金收入总计不超过 3万元的，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采取预

收款形式的，可在预收款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总计不超过 3万元的，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

税优惠政策。 

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租金收入不得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六条个人取得私房出租收入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或委托代征点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提供以下

材料： 

（一）《代开增值税发票申请表》； 

（二）不动产产权证明或商品房预售合同、房地产买卖合同等能证明不动产权属的复印件(首次办理时提供）； 

（三）出租方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四）私房出租合同原件及复印件（首次办理时提供）； 

（五）出租方委托代理人申报的，应提供书面委托书及代理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复印件； 

（六）承租方为个人的，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承租方为单位的，提供税务登记证或社会信用登记证（三证

合一）复印件（首次办理时提供）。 

来源：上海税务 

 

 

 

一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

就业的重点举措。其中明确，失业人员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申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重

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那么，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小编给大家梳理一下： 

一、重点群体创业税收扣减 

【享受主体】 

1.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 

2.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 

3.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

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优惠内容】 

从事个体经营的，在 3年内按每户每年 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 20%。政策执行期限为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2019年 12月 31日未享受满 3年的，可继续享受至 3年期满为止。 

【享受条件】 

1.从事个体经营； 

2.持《就业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49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3.《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民政部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具体操作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27号） 

二、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税收扣减 

【享受主体】 

亲，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可享税收优惠 



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 

【优惠内容】 

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

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4000元，最高可上浮 30%。政策执行期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年 12月 31日未享受满 3年的，可继续享受至 3年期满为止。 

【享受条件】 

1.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

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人员，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企业； 

2.服务型企业，是指从事《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中“不动产租赁服务”、“商务辅助服务”（不含货物运输

代理和代理报关服务）、“生活服务”（不含文化体育服务）范围内业务活动的企业以及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号）登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49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3.《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民政部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具体操作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27号）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双十一的浪潮刚刚退去，双十二大战又打响。商品预付、满 300 减 40、积分换礼品等各种促销方案层出不穷。

商家们在投入这场战役之时，了解下这里边的税务小知识吧！ 

案例一：“预付 50，双十二当日付余款 200，即把精美商品带回家” 

这种销售模式属于商品预售。 

增值税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 

…… 

（四）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

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企业所得税处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规定，

“销售商品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的下列生产经营业务可以分期确认收入的

实现：(一)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案例二：“双十二购物津贴，满 300减 40” 

这种销售模式属于商业折扣。 

增值税处理：“满 300减 40”，店家征收增值税时能否从销售额中减除，要看“销售额和折扣额是否在同一张

销售发票上注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通知》（国税函〔2010〕56 号）规定：《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3〕154号）第二条第（二）项规定 “纳税人

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 

双十二促销方案之税收篇 



 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

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

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 

所得税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 号）规定：

“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于商业折扣，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

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因此，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折扣销售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

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案例三：“进店有礼！！进店直接送！！” 

增值税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

视同销售货物：……（八）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个人。” 

因此进店直接送物品的促销活动，应按视同销售的相关规定计算并申报缴纳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处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

第二条规定： 

“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

定收入。 

（一）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 

对外无偿赠送的货物，在企业所得税上应按视同销售。 

案例四：“分期付款，12期免息！助你圆梦！” 

增值税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第 50号令）第三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 

“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第三十八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1号)及《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1号)规定，成品油经销企

业开具成品油发票前，应登陆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确认已取得的成品油专用发票、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信息，并通过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下载上述信息。纳税人自开具之日起 360日内登录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进行

确认即可，没有先后顺序。 

四、申请稽核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稽核结果通知书什么时间下发? 

答：系统下发稽核结果通知书的日期为征期第一天及征期结束日之前 2日。如果纳税人不确认通知书，系统会

在征期结束日之前 2日自动确认通知书。 

五、餐饮行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如何抵扣进项税额?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26号)第一

条规定，餐饮行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可以使用税务机关监制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按照

现行规定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在餐饮行业推行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

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有关规定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六、已缴纳车辆购置税的车辆什么情况下可以办理退税? 

答：根据《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3号)第十五条规定，已缴纳车辆购置税的车辆，发

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准予纳税人申请退税： (一)车辆退回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的;(二)符合免税条件的设有固定装

置的非运输车辆但已征税的;(三)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应予退税的情形。 

七、电子发票申请流程是什么? 

答：带着经办人身份证、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填写《纳税人领用发票票种核定表》。税务机关受理确认-对税控

设备初始化发行-税务机关发票赋码。 

八、无载体软件进口，通过网络方式传输，不涉及著作权，由于不需要报关，向境外支付软件产品费是否需要

代扣代缴增值税? 

答：向境外支付软件使用费应代扣代缴增值税。 

来源：北京税务 

 

 

 

 

关于企业所得税，各位财务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对各种收入的减征、免征和不征优惠做过归纳整理呢？今天小

编就先整理了一波，一起看看吧~ 

1.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 

包括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 

2.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 

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存货、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 

不征税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 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六条 

(一)财政拨款； 

(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 

免征、减征、不征...企业的这些收入你一定要了解！ 



(一)国债利息收入 

是指企业持有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称股

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收益 

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 

1.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 

2.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3.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

事业； 

4.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 

5.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

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6.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 

7.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 

企业所得税法所称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免征、减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 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是指： 

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 

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 

3.中药材的种植; 

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5.牲畜、家禽的饲养; 

6.林产品的采集; 

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8.远洋捕捞。 

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二)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 

企业所得税法所称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是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

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 

企业从事前款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

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本条规定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三)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 

企业所得税法所称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

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项目的具体条件和范围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企业从事前款规定的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

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企业所得税法所称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是指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

所得不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来源：上海税务 

 

 

 

 

 

财税〔2018〕1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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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38号），现将省内（不含厦门，下同）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省内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跨市、县、区，下同）设立的项目部，应按项目实际

经营收入的 0.2%按月或按季由总机构向项目所在地预分企业所得税，并由项目部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 

二、省内建筑企业（包括总机构、分支机构）跨地区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向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

关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项目部首次在经营地办理涉税事宜时,应向经营地税务机关报验跨地区涉税事项。

建筑企业跨地区经营活动结束后，应当结清项目部经营地税务机关的应纳税款以及其他涉税事项，向项目部经营地

税务机关填报《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 

建筑企业跨地区从事经营活动，未按跨地区涉税事项报验管理制度办理涉税事宜的，项目部应作为独立纳税人

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省内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总机构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 5个月内，由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年度应纳所得税

额，扣除总机构、项目部和各分支机构已预缴的税款，计算出应缴应退税款，分别由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就地办理

税款缴库或退库。 

四、本公告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2018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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