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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应纳税所得额

（3）职工教育经费

企业类型 费用类型 计算依据 比例 超过部分

①一般企业 全部职工教育经费 合理工资薪金 8% 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②软件企业

除职工培训费以外的职工教育经

费
合理工资薪金 8% 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职工培训费部分 实际发生额 100% ------

【提示】对于不能准确划分职工教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的，则不能享受职工培训费全额扣

除的规定，应就全部职工教育经费按①规定处理

【例题】某企业 2019 年 1 月成立，2019 年——2021 年相关信息如下：

年度 合理工资薪金

职工教育经费

纳税调整金额

实际发生额 准予扣除金额

2019 年 500 万 50 万 40 万 +10 万

2020 年 600 万 40 万 48 万 -8 万

2021 年 650 万 45 万 52 万 -2 万

【例题】2021 年某软件生产企业发放的合理工资总额 200 万元；实际发生职工教育经费 27 万元（其中职工培训经

费 7 万元）。2021 年企业申报所得税时就上述费用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多少万元？

【答案】软件企业发生的职工培训经费 7 万元可以据实扣除。

职工教育经费可以扣除的限额＝200×8%＝16（万元）＜实际缴纳的 20 万元（27-7），应纳税调增＝20－16＝4（万

元）。

【提示】核电厂操纵员培训费

费用类型 规定

除操纵人员培训费以外的职工教育经费 不超过合理工资薪金 8%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操纵员发生的培养费用 可作为企业的发电成本在税前扣除

3.社会保险费

种类 具体内容 扣除规定

社会保

险

基本保险（五险一金），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

准予扣除



补充保

险

为本企业任职或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和补充

医疗保险费

分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薪金总额 5%标

准内的，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商业保

险

为本企业支付的财产保险。例：第三者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 准予扣除

为本企业特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险及按规定可以扣除的商业

保险
准予扣除

除上述情况外为个人支付的商业保险 不得扣除

【例题】甲公司为居民企业，2021 年实际发生合理的工资薪金总额 500 万元。甲公司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基本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总额为 80 万元；为职工缴纳补充社会保险，其中，补充养老保险费 40 万元，补充医疗保

险费 20 万元；依规定为特殊工种职工缴纳人身安全保险费 30 万元；为公司高管缴纳商业保险费 10 万元。各项保险

费用均已计入相关成本费用。

计算：甲公司上述业务应纳税调整的金额。

【答案】（1）企业依照规定为职工缴纳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80 万元，准予据实扣除，无需调整应纳税所

得额。

（2）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5%标准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

不予扣除。在本例中，补充养老保险费的扣除限额=500×5%=25（万元），小于实际发生额 40 万元，应按照限额 25

万元扣除，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5 万元；补充医疗保险费的扣除限额=500×5%=25（万元），大于实际发生额 20 万

元，应按照 20 万元实际发生额扣除，无需纳税调整。

（3）企业依照规定为特殊工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 30 万元，可以扣除，无需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为公司高管缴纳的商业保险费 10 万元，不得扣除，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0 万元。

合计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5+10=25（万元）

4.借款费用

情形 扣除规定

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合理的不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费用化 准予扣除

【提示】不管

是计入费用扣

除，还是资本

化方式扣除，

都需要遵从一

定的标准

（利息费用讲

解）

企业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经过 12个月以上的建造才能

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借

款

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生

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资本化

作为资本性支出计

入有关资产的成本

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

款利息
费用化 可在发生当期扣除

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取得贷款、吸

收保户储金等方式融资而发生的合

理的费用支出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本化
应计入相关资产成

本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应作为财

务费用
费用化 准予税前据实扣除

【例题】安徽新建一条高铁路线：假设借款 1 亿元，年利率 5%。



5.利息费用

（1）非关联方借款

【提示】企业在按照合同要求首次支付利息并进行税前扣除时，应提供“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情况说明”，

以证明其利息支出的合理性。

【例题】甲公司为居民企业，2021 年发生财务费用共 410 万元，其中，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55 万元，支付向乙公司

（非金融机构非关联方）借款 600 万元发生的利息 40 万元。已知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 6%。计算实际可扣

除的借款利息以及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额。

【答案】

（1）甲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 55 万元，准予据实扣除，无需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2）向乙公司（非金融机构非关联方）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

分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允许扣除。

扣除利息限额=600×6%=36（万元），小于实际发生额 40 万元，则应按扣除限额 36 万元扣除，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40-36=4（万元）。

（2）关联方借款

关联企业是指在资金、经营、购销和其他利益等方面存在控制关系的企业。

思考：为何向关联企业支付利息，需要有特殊的规定？



【例题】甲公司（非金融机构）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还其向关联企业借入的一年期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另支付利

息费用 180 万元（注：关联企业对甲公司的权益性投资额为 800 万元，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为 7%）。计算甲公司

实际可扣除的借款利息以及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额。

【答案】向关联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既要考虑利率限额还要考虑债资比。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标准债资比为 2：1，

也就是说，最多可扣除 1600 万元（800×2）按照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因此，实际可扣除的借款利息

=1600×7%=112（万元），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80-112=68（万元）。

【提示】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不按债资比规定：

①能够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②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提示】企业同时从事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其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应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没有

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的，一律按其他企业的比例计算准予税前扣除的利息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