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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税收优惠

十二、免征与减征所得（掌握）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免征 减半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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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猪、兔的饲养及饲养牲畜、家禽产生的分泌物、

排泄物）

（6）林产品的采集

（7）灌溉、农产品的初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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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

（含观赏性作物的种植）和香料

作物的种植

（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含“牲

畜、家禽的饲养”以外的生物养

殖项目）

【记忆】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直接涉及农林牧渔的初级产业（包括种植、饲

养、捕捞；不包括经济作物和养殖业）

【记忆】为老百姓锦上添花经济

作物和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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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所得

（四）节能服务公司的优惠政策

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港口码头、机场、铁路、

公路、电力、水利等）的投资经营的所得

【注意】电网企业电网新建项目（输变电设施）也可作为公共基础设

施项目

实行“三免三减半”，即自项目取得

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

起，第 1 年至第 3 年免征，第 4 年至

第 6 年减半征收
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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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得

节能服务公司

【提示 1】优惠开始的年度是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而非获利年度、成立年度。

【提示 2】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上述项目，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上述优惠。

【提示 3】在减免税期限内转让的，受让方自受让之日起，可以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规定的减免税优惠；减免税

期限届满后转让的，受让方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减免税优惠。

（五）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转让技术所有权所得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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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增值税）

应纳税额=（技术转让收入-技术转让成本-相关税费-500 万）×50%×25%



【提示】转让主体只能是居民企业。

1.技术转让收入

技术转让收入 非技术性收入 不享受技术转让减免

（1）技术转让是指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所有权或 5

年以上（含 5年）非独占许可使用权的行为 （1）销售或转让设

备、仪器、零部件、

原材料

（2）不属于与技术

转让项目密不可分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培训等收入

（1）居民企业取得禁止出口和

限制出口技术转让所得

（2）居民企业从直接或间接持

有股权之和达到 100%的关联方

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

（3）未单独核算的技术转让所

得

（2）可以计入技术转让收入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收入，是指有助于受让方将技术投入使用、实

现产业化的相关服务收入，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①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与该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紧密相关）

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收入与该技术转让项

目收入一并收取价款

2.技术转让成本

转让的无形资产的净值，即该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减除在资产使用期间摊销额后的余额。

技术转让成本＝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摊销扣除额（即无形资产的净值）

3.相关税费

技术转让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有关税费，包括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合

同签订费用、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及其他支出。

【例题】A 公司 2021 年 10 月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取得 B 公司付给的价款 1870 万元。其中，新型光电离子控

制开关技术转让收入 1470 万元。转让设备、仪器等非技术性收入 250 万元。与技术转让项目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收入 150 万元。经核实，A公司的此项技术的计税基础为 410 万元，已摊销扣除了 90

万元。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累计 80 万元。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答案及解析】

技术转让所得＝（1470＋150）－（410－90）－80＝1220（万元）

应纳税额=（1220-500）×50%×25%＝90（万元）

税额式优惠

十三、税额抵免（掌握）

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税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 10%

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 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1.企业购置上述专用设备在 5 年内转让、出租的，应停止享受优惠，并补缴已经抵免的税款。

2.企业同时从事适用不同企业所得税待遇的项目的，其优惠项目应当单独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

费用；没有单独计算的，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3.上述购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其适用优惠政策具体处理如下：



（1）抵扣过进项税额的，专用设备投资额不包括进项税额；

（2）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专用设备投资额应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金额；

（3）企业购买专用设备取得普通发票的，其专用设备投资额为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

【例题·单选题】某企业 2021 年 6 月购置并投入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属于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范围），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 300 万元、税额 39 万元，2021 年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168 万元。该企业当年

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是（ ）万元。

A.12 B.6.9

C.26 D.42

【答案】A

【解析】应纳企业所得税＝168×25%－300×10%＝12（万元）。

十四、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了解）

十五、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了解）

十六、特殊行业的优惠（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