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所得税纳税审核、涉税鉴证于纳税申报代理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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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计 10％的收入；

10.非居民企业优惠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

实际联系的，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注意】注意免税。

11.特殊行业

集成电路、证券投资基金、节能服务公司、电网新建项目、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

（十）应纳税所得额的审核

1.税法上的亏损：弥补年限：5年；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 10 年。

2.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注意经费支出审核的要点。

3.外币业务简单了解

4.清算所得的审核要点

程序 清算所得的计算

（1）进入清算程序 清算所得=全部资产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资产的计

税基础+债务清偿损益-清算费用、相关税费

应将清算期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年度计算清算所得

（2）计算清算所得

（3）缴纳企业所得税

（4）向所有者分配剩余资产

（十一）长期股权投资

1.成本法和权益法的适用范围

2.成本法下税会差异：股息红利免税，纳税调减，永久性差异，A107011

3.权益法下税会差异

（1）投资阶段

①吃亏：无差异

②占便宜，有差异，填写 A105000

（2）持有阶段

①收入确认时间不同形成的差异，A105030，再转入 A105000 第 4 行

②股息红利免税，纳税调减，永久性差异，A107011

（3）处置阶段

暂时性差异，A105030，再转入 A105000。

（十二）应纳税额计算

1.境外所得抵免税额：

①抵免的范围

②抵免限额计算：分国（地区）不分项或不分国不分项，一经选择，5 年内不得改变。

③税率：一般企业 25%，按境内外指标确定的高新 15%。

④实际抵免：抵免限额 VS 实际税额较小一方

⑤关键：多不退，少要补；分国不分项或综合抵免。

【考点 2】个人所得税

（一）纳税人

纳税人 判定标准 纳税义务

居民纳税人 （1）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

或（2）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

度内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个人

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全部

所得纳税

非居民纳税人 （1）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的个人

或（2）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

内在境内居住累计不满 183 天的个人

仅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纳税



（二）应税项目

1.居民综合所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

（1）工资薪金所得：任职或受雇所得；注意不予征税项目；退休人员在任职：工薪；劳动分红：工薪。

（2）劳务报酬

①独立个人劳动所得

②营销业绩奖励、董事费：雇员（工薪）；非雇员（劳务报酬）

③个人兼职：劳务报酬

（三）税率

1.综合所得、经营所得超额累计税率：考试会给出

2.其他税目：20%比例税率

（四）税收优惠

1.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免个税的范围

2.满五唯一住房：暂免

3.福利彩票、赈灾彩票、体育彩票一次中奖收入≤10000 元，免税，超过，全征。

4.换购住房优惠政策。

（五）综合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1.居民个人综合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基本费用扣除 60000 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2.收入额：工资薪金：100%；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 80%；稿酬所得：收入的 56%。

3.扣除：

①基本费用扣除 60000 元/年

②专项扣除：个人缴纳的三险一金

③专项附加扣除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大病医疗、赡养老人支出。

【注意】扣除标准；大病医疗：限额扣除、只能在年度汇算时扣除。

（六）预扣预缴

1.工资薪金所得的预扣预缴——累计预扣法

2.累计减除费用

【工资薪金】

（1）一般规定：累计减除费用，按照 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在本单位的任职受雇月份数计算。

（2）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自纳税年度首月起至新入职时，未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未按

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过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人。

（3）上一完整纳税年度内每月均在同一单位预扣预缴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且全年工资、薪金收入≤6

万元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本年度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费用自 1 月份起直

接按照全年 6 万元计算扣除。

【劳务报酬】

（1）一般情况，按次预扣——三级超额累进预扣率，不同于汇算清缴的税率

（2）劳务报酬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3）特殊情况，累计预扣

①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

②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

收入 费用 预扣收入额（预扣应纳税所得额）

每次收入≤4000 800 收入-800

每次收入>4000 20% 收入×（1-20%）

【特许权使用费】

（1）适用 20%的比例预扣率

（2）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收入 费用 收入额（应纳税所得额）

每次收入≤4000 800 （收入-800）

每次收入>4000 20% 收入×（1-20%）

【稿酬所得】

（1）适用 20%的比例预扣率

（2）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收入 费用 收入额（应纳税所得额）

每次收入≤4000 800 （收入-800）×70%

每次收入>4000 20% 收入×（1-20%）×70%

（七）汇算清缴

1.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况

2.7 级超额累进预扣率

3.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4.办理方式：自行、委托扣缴义务人或其他单位和个人办理

5.注意汇算清缴地点

（八）特殊情况下税额计算

1.全年一次性奖金

①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可单独，可并入综合

②月度税率表

③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税率-速算扣除数。

2.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佣金收入——劳务报酬；累计预扣

（1）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2）计入当年综合所得的收入额=不含增值税的收入×（1-20%）×（1-25%）-城市维护建设税及附加

其中：20%为费用扣除额；25%为展业成本，展业成本按照收入额的 25%计算

3.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1）缴费时的政策

情形 税务处理

单位按有关规定缴费部分 暂免个人所得税

个人缴费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4%标准内部分 暂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超标年金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 征收个人所得税

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分配计入个人账户时 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2）领取时的政策

①不并入综合所得，全额单独纳税

②注意一次性领取的政策

（3）个人养老金

①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

②投资环境：暂不征收。

③领取环节：3%。

（4）提前退休取得补贴收入

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实际年度

数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费用扣除标准〕×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

（九）经营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1.注意税前扣除项目与企业所得税的不同

2.既有综合所得又有经营所得，可选择扣除

3.个体户年所得不超 200 万元，减半

4.权益性投资的独资合伙，不得核定

（十）企业税目应纳税额的计算

1.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1）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 20%征税

（2）应纳税额＝每次收入额×20%

（3）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税

（4）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暂免个税

（5）股息红利差别化个税规定

（6）沪港通、深港通试点个税：征收个税

（7）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时，按该项目：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可 5 年递

延。

2.财产转让所得

（1）应纳税额＝（收入总额-财产原值-合理税费）×20%

（2）注意转让不动产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3）个人转让股票

①转让限售股、新三板原始股，纳 20%个税

②转让流通股、新三板非原始股：免

（4）沪港通、深港通试点个税：转让差价（暂免）

（5）转让股权

①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情形

②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的情形

③股权转让收入虽明显偏低，但视为有正当理由的情形

④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方法：净资产核定法、类比法，其他合理的方法

（6）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5 年递延；技术成果：5 年递延或递延至股权转让时

3.财产租赁所得

（1）应纳税所得额

每次收入≤4000 元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月）收入额-准予扣除项目-修缮

费用（800 元为限）-800 元

每次收入>4000 元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月）收入额-准予扣除项目-修

缮费用（800 元为限）]×（1-20%）

（2）以 1 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3）个人按市价出租住房，减按 10%的税率

（4）注意个人出租住房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政策

4.偶然所得

每次收入额×20%

5.公益捐赠税前扣除

（1）一般情况：应纳税所得额 30%为限额；目标脱贫：全额扣除

（2）自行决定在综合所得、分类所得、经营所得中扣除的公益捐赠支出的顺序

（十一）自行申报纳税

1.自行申报纳税的情形和时限

2.纳税申报方式：远程办税端、邮寄、直接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3.扣缴义务人责任与义务

4.专项附加扣除资料留存



（十二）递延纳税

1.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

2.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

3.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时

4.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税

（十三）个税抵扣

创投抵扣的规定

（十四）代理纳税申报操作规范

纳税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除纳税人另有要求外，扣缴义务人应当于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向纳税人提供其

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