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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0/2021_2022__E6_96_B0_E

6_97_A7_E4_BC_81_E4_c42_170829.htm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训

练软件《百宝箱》 2006年4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税

发[2006]56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表的通知》，而此前纳税人一直使用的是国税发[1998]190号

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并试行新修订的的通知》中的表

式。从2006年7月1日起全国统一使用新申报表，现行申报表

（包括总局制定和各级税务机关自定的申报表）同时停止使

用。旧申报表从1998年实行至今已近8年，在此其间，经历了

众多的财税制度变革，如企业会计制度的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所得税汇算清缴办法的重大变革，以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原有的申报表在某些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的重大调整，

基于以上原因，国家税务总局及时下发了新的企业所得税申

报表，从部分变化可以看出，税法体现了对会计制度变革持

积极积尊重的态度，为了便利纳税人进行税收调整，尽量与

会计制度靠拢，而不是单纯只为了税收目的而背离会计制度

越来越远。来源：www.examda.com 从报表的栏次来看，新的

年度申报表总表进行了简化，从旧申报表的80栏简化到了35

栏，如“收入总额”就从14讣蚧栏，在简化栏次的同时核算

的工作量并没有减轻，一些细化的内容体现在了附表内。来

源：www.examda.com 本文侧重以所得税申报最为关键的新《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与旧申报表从计提依据、归集

范围、调整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探求新旧申报表的重大变

化，以图为纳税人真报新表提供一些帮助，也为税务机关从



申报表填报口径变化方面了解税源的增减变动提供一些参考

。 收入总额项目的变化分析来源：www.examda.com （1）新

表的“销售（营业）收入”口径反映的是纳税人按照会计制

度核算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以及根据

税收规定应确认为当期收入的视同销售收入。视同销售是指

会计上不作为销售核算，而在税收上作为销售、确认收入计

缴税金的商品或劳务的转移行为。视同销售又分为“自产、

委托加工产品视同销售的收入”和“处置非货币性资产视同

销售的收入”，“处置非货币性资产视同销售的收入”：填

报将非货币性资产用于投资、分配、捐赠、抵偿债务等方面

，按照税收规定应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的金额。而旧表的该栏

填报口径是从事工商各业的基本业务收入，销售材料、废料

、废旧物资的收入，技术转让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单独

反映），转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收入，出租、出借包装

物的收入（含逾期的押金），自产、委托加工产品视同销售

的收入。这样的变化进一步方便了纳税人的核算，税收与会

计的收入差异变小，只需根据“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

务收入”余额加上税收规定应确认为当期收入的视同销售收

入即可，变化中需要引起纳税人高度关注的方面也很多，旧

申报表中的无形资产转让和转让固定资产类收入在会计制度

中是在“营业外收入”中核算，在新申报表中则不应再列入

“销售（营业）收入”。 （2）现金折扣在旧申报表中以“

销售（营业）收入”的扣减项目填列，而在新的申报表中明

确纳税人经营业务中发生的现金折扣计入财务费用，其他折

扣以及销售退回，一律以净额反映在“主营业务收入”。来

源：www.examda.com （3）旧申报表中“投资收益”栏填报



企业取得的存款利息收入、债权投资的利息收入和股权投资

的股息性所得。新申报表中该栏不用再填列存款利息收入，

即企业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的应计利息，包

括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证存款、

信用卡存款的应计利息不再视做“投资收益”。股息性所得

填报也发生了变化，旧申报表权求全部股权投资的股息、分

红、联营分利、合作或合伙分利等应计股息性质的所得应按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94）财税字第009号文件规定进行还

原计算后，但新的申报表填报中明确表示在此行不用再进行

还原，为被投资单位向纳税人的实际分配额。 （4）明确了

广告费、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等项扣除的计算基数为申

报表主表第1行“销售（营业）收入”。对主要从事对外投资

的纳税人，其投资所得就是主营业务收入。也即纳税人按照

会计制度核算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以

及根据税收规定应确认为当期收入的视同销售收入，彻底结

束了过去计提时有关销售收入、销售营业收入、全年销售（

营业）收入净额等字眼计提基数的争议。来源

：www.examda.com 扣除项目的变化分析 新旧申报表变化不大

，与“销售（营业）收入”口径的变化相对应，旧申报表“

销售（营业）成本”：填报各种经营业务的直接和间接成本

，以及销售材料、下脚料、废料、废旧物资发生的相关成本

，技术转让发生的直接支出，无形资产转让的直接支出，固

定资产转让、清理发生的转让和清理费用，出租、出借包装

物的成本，自产、委托加工产品视同销售结转的相关成本。

新申报表“销售（营业）成本”填报的是纳税人按照会计制

度核算的“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支出”，以及与视



同销售收入相对应的成本。 应纳税所得额计算项目的变化来

源：www.examda.com （1）重新又明确了《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工会经费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0〕678号）

中所称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是指按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

工资额。该数额是允许税前扣除的工会经费的计算基数，未

提供缴纳工会经费专用缴款收据的，计提的工会经费全额纳

税调增。 这与当前主流媒体就工会费的计提基数的解释有些

冲突，如有观点依据《工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工会经费

的来源包括：（一）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二）建立工会

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

向工会拨缴的经费；”《立法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工会法》

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前者是上位法，后者是下位

法，因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适用上位法，即按工资总额

的2%在税前扣除工会经费。来源：www.examda.com 2005年1

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工会经费税前扣除管理的通知》（总工发〔2005

〕9号），对工会经费的税前扣除作了进一步明确：凡依法建

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每月按照全部

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工会经费，并凭工会组织开具

的工会经费拨缴款专用收据在税前扣除。工资总额按照国家

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1990年第1号令）颁布

的标准执行，工资总额组成范围内的各种奖金、津贴和补贴

等，均计算在内。但总局[2006]56号文新的申报表重又强调按

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工资额，在联合发文尚未作废之时



，是否是有文件打架之嫌？有待总局进一步明确。来源

：www.examda.com （2）新申报重新规定了允许扣除的公益

救济性捐赠的计算基数为申报表主表第16行“纳税调整后所

得”。而在旧申报表《公益救济性捐赠明细表》填报说明中

的规定是“公益救济性捐赠的扣除限额”=主表第42行“纳税

调整前所得”×3%（金融企业按1.5%计算）；一“前”一“

后”也体现了总局的管理现念，如果设在“前”，虽然给纳

税人提取供了计算时的便利，有可能被纳税人滥用，如果设

在“后”，则是以税法统一调整后的计提基数，有合法之后

的合法之意。但在具体计算上，可能要有些麻烦了，又要考

虑调整计算基数时是否包括调整前或后的捐赠额本身了。 

（3）明确了查补的应纳税所得额，应并入所属年度的应纳税

所得中，按税法规定计算应补税额，但不得弥补以前年度亏

损，不得作为计算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的基数。 （4

）新申报规定技术开发费支出符合税收规定的，允许按技术

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150%扣除，但不得使申报表主表

第16-17-18 19-20行的余额为负数，即最多只能等于。根据国

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6]6号）

文件的规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抵扣不足部分，

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而新申报表在规定上也延

续了本条的立法理念与宗旨，主表并未禁止加计扣除后未用

完的部分结转至以后年度扣除。新的申报表运用后，有技术

开发费支出的企业也要考虑合理运用该条政策，尽量把技术

开发费放在可能有盈利的年度，而不能因为亏损而白白浪费

优惠政策。来源：www.examda.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