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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减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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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减计收入 

不征税收入 成本费用不能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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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减计收入 

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成本费用不能在税前扣除 

成本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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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减计收入 

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成本费用不能在税前扣除 

成本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 

减计收入 对应的成本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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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征税收入 
 

 
    

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1]70号） 
          

    一、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
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
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
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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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某高新技术企业不能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的原因解析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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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速递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 ） 
 

   （四）企业为获得科学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

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了
研究开发活动，且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
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6%；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计
算；  
  （五）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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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某高新技术企业不能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的原因解析及应对策略 

原  因 

研发费用没有达到收入的6%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没有进行单独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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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速递  

   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8]116号） 
 

  (一)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以及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技
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 
  (二)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三)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四)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 
  (五)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摊
销费用。 
  (六)专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 
  (七)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八)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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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某高新技术企业不能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的原因解析及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 

在研发费用中列一项“其他” 

生产成本+毛利=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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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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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债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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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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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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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免税收入 
 
      
    
  
   

 
企业取得的各项免税收入所对应的各项成本费用，除另有规定者
外，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国税函[2010]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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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从免税单位取得利润的纳税问题  

总公司税率25% 子公司免税，且盈利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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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从免税单位取得利润的纳税问题  

总公司税率25% 子公司免税，且盈利200万 

总公司从免税单位取得的利润不用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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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总公司从免税单位应该分回200万利润、实际分回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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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总公司从免税单位应该分回200万利润、实际分回300万 

超出的100万也不用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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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总公司从免税单位应该分回200万利润、实际分回300万 

超出的100万也不用交税 

超出的100万---清算性股利---借银行存款、贷长期股权投资---不用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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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总公司从免税单位应该分回200万利润、实际分回300万 

超出的100万也不用交税 

超出的100万---清算性股利---借银行存款、贷长期股权投资---不用交税 

分回利润300万---借银行存款、贷投资收益---需要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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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总公司从免税单位应该分回200万利润、实际分回300万 

超出的100万也不用交税 

超出的100万---清算性股利---借银行存款、贷长期股权投资---不用交税 

分回利润300万---借银行存款、贷投资收益---需要交税 

税法是统一的，为什么不同的债务处理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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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精神，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所得税
时，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应按照企业
所得税法规定计算。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不明确的，在没有明确规
定之前，暂按企业财务、会计规定计算。 （国税函[2010]79号） 

税法是统一的，为什么不同的债务处理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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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计收入 
 
      
    
  
   

 

减计收入，是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
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
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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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某利用煤矸石进行发电的发电厂减计收入优惠政策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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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某利用煤矸石进行发电的发电厂减计收入优惠政策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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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某利用煤矸石进行发电的发电厂减计收入优惠政策的享受 

备 案 

资源综合利用的文件批复 

材料占成本的认定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