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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所得税制

八、企业资产的税务处理

（一）资产税务处理的基本原则

企业的各项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

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

（二）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1）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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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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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以改建过程中发生的改建支出增加

计税基础。

（2）不得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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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3）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

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

停止计算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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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规定

资产类别 最短折旧年限

房屋、建筑物 20 年

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 10 年

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 5年

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4年

电子设备 3年

（5）从事开采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企业，在开始商业性生产前发生的费用和有关固定资产的折耗、折

旧方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例-多选题】下列关于固定资产税务处理的表述，正确的有（ ）。

A.盘盈的固定资产，按照固定资产的原价计价

B.未使用的房屋不得计提折旧

C.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

D.已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得再提折旧

E.经营租赁租出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

网校答案：CDE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选项 A错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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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B 错误，未使用的房屋也要计提折旧。

（三）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税务处理（了解）

（1）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计税基础（历史成本）

（2）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方法

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

企业应当自生产性生物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

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

（3）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年限（林木类 10 年；畜类 3 年）

（四）无形资产的税务处理

（1）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历史成本）

（2）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①自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形资产；

②自创商誉；

③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

④其他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3）无形资产的摊销

按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

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10 年

外购商誉的支出，在企业整体转让或者清算时，准予扣除。

九、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二）境外所得已纳税额的抵免

1.直接抵免

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

以在以后 5 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1）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案例】甲居民企业 2017 年来自境外 A 国的已纳所得税因超过抵免限额，有尚未扣除的余额 4 万元，2018

年该公司来自境外 A 国所得 250 万元，在境外已纳所得税额 30 万元。甲国所得税税率为 25%。

则：2018 年取得的境外所得抵免限额=250×25%=62.5 万元，由于 30+4 万元（2017 年的余额）=34 万元，小

于 62.5 万元，所以可以全部抵免，补缴税额为 62.5-34=28.5 万元。

2.间接抵免

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

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

额，在税法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



十、税收优惠（重点）

（一）项目所得减免税

（1）企业从事下列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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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从事下列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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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

年度起，第 1年至第 3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4 年至第 6 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4）企业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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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至第 3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4 年至第 6 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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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

的利息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7）企业投资者持有 2019—2023 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铁路债券，是

指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的债券，包括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

工具。

（8）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对香港企业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转让差价

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9）自 2016 年 12 月 5 日起，对香港企业投资者通过深港通投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转让差价所

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10）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

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在 2014 年 11 月 17 日之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取得的上述所得应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例-单选题】某专门从事技术转让的公司 2019 年度取得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1200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

素，则该公司 2019 年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万元。

A.0 B.50

C.87.5 D.225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1200-500）×25%×50%=87.5 万元

（二）民族自治地方减免税（了解）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

征或者免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