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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6_89_80_E5_c46_293871.htm 悬念一： 税收优惠与

过渡期 税收优惠与过渡期政策安排，是 《企业所得税法》关

注度仅次于税率的问题。 但据国务院法制办官员透露，《实

施条例》对过渡期和优惠政策问题，只是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并没有在其中做出详细规定。 据透露，对于过渡期的税率

问题， 《实施条例》中只写着，上述享受税收优惠过渡的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史耀斌在全

国人大解释 《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时曾表示，对于过渡期内

的税率，会在5年的过渡期内，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 (比如

：2%)，逐步增加到25%的税率。 上述国务院法制办官员表示

，具体的优惠政策，哪些是保留的，是怎么保留的，哪些是

做了改变的，哪些是取消的，有些问题还在研究的过程之中

，要留待国务院通过《实施条例》后，根据 《实施条例》的

原则进行细化，并由有关部门另行出台文件做出规定。 据知

情人士称，预计会在 《实施条例》出台后的很快一段时间内

，就会由国务院或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有关的文件。 但 《实施

条例》对也并非对税收优惠与过渡期政策安排，完全没有做

出细化的规定。 据了解， 《实施条例》规定国家税收优惠主

要产业是，高新技术企业、创业投资型企业、节能环保行业

、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安全生产行业、农林

牧渔业等倾斜。 在 《实施条例》的 “税收优惠”一章中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按照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创业投

资型企业如果投资于中小型的高新技术企业满两年以上，可



以加计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

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按当年其发生的费用金额

的50%加计扣除。 另外，由于 《企业取得税法》第二十七条

第四款规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

业所得税。对此， 《实施条例》规定，对技术转让所得，不

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500万元以上的部分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实施条例》还规定， 《企业所得

税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所称享受低税率优惠的企业，是指

依照税法施行前的法律、行政法规享受15%、24%区域性和行

业性低税率优惠的企业。 而对于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七

条第二款所称法律设置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特

定地区，是指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经济特区和上

海浦东新区。 温哲分析，按照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七条

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以前可以享受 “两免三减半”的税收

优惠期，也就是说，以前已经享受的优惠政策，就在这5年过

渡期内享受完。如果以前没有享受的，就从2008年1月1日开

始，直接进入税收减免期，过渡期限最长为5年。 悬念二： 

外国派发股息预提税 温哲所在公司的很多客户都是在华的外

商投资企业。在最近几个月，他发现，这些企业都在抓紧时

间，尽可能多地把本企业留存的税后利润汇到国外去。 据温

哲了解，这些外资企业反常的举动，并不是因为对中国业务

失去信心，而是源于 《企业所得税法》一项模糊的新规定。 

根据1991年7月1日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法》规定，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向其在外国

的投资者派发税后利润时，免征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法》

取消了这条规定，但并没有明确取消以后的税率是多少。 在 



《实施条例》中对此规定，按1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

其并没有明确对向国外派发税后利润征税的时间点，是

从2008年1月1日起汇出的利润都要征税，还是对汇出2008年的

年度利润征税。 由于很多外商投资企业2007年的利润，可能

要到2008年的四五月份才能算出来，加上企业向国外汇款需

要通过中国外汇等主管部门的审查，还有一些其他的程序，

这笔钱可能要在2008年6月份才能汇出去。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

重要的问题，企业在2007年挣这些钱的时候，施行的还是对

其免税的旧税法，但等到2008年这笔钱汇出去的时候，新税

法已经实施了。 对于这笔钱，是按照新税法征10%的税，还

是按照旧税法免税， 《企业所得税法》和 《实施条例》都没

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才形成了很多外商投资企业

在2008年1月1日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汇出利润的高潮

。 悬念三：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对企业来说，高新技术企

业15%的税率，相对于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25%的税率

，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吴嘉源说，很多企业都希望能够被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规定，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该法并没有对什么是高新技术企业

，以及相关的认证标准和认证机构做出规定。 据了解， 《实

施条例》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定义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其

中，研发费用是判断企业能否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

重要标准。在 《实施条例》更早的讨论稿中规定：年销售收

入在2亿元以上的，研发费用要达到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3%

以上；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2亿元的，研发费用要达到本

企业当年总收入的4%以上；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下的，



研发费用要达到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以上。 在 《实施条

例》更早的讨论稿中，高新技术企业还要同时满足，《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产品销售收入和技术性收入

占企业总收入6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职工占企业职

工总数30%以上；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和技术研究开发的科技

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20%以上等条件。 据悉， 《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以及具体的高新技术认定管理办法正在由科

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制定。 但国务院法制办

在11月送交国务院的 《实施条例》送审稿中，删去了对高新

技术企业的具体认证比例，这意味着具体比例将由国务院和

税务总局在以后另行做出规定。 据知情人士介绍，对于 《实

施条例》中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标准，一直有一种意见

认为，应该把具体的限制条款从 《实施条例》中删除。这样

做的原因是，高新技术行业是富于变化的，而修改 《实施条

例》的有关条文，则需要由国务院进行，修改的难度较大，

程序也比较麻烦。因此，建议由税务总局另行出台高新技术

企业认证的规定性文件。 据美国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

所(Baker&amp.McKenzie)税务顾问温哲分析，对高新技术企

业的具体认证标准，如研发费用比例、销售收入比例、职工

学历比例、科研人员比例等，可能不会在 《实施条例》中予

以明确，但有可能在随后出台的其他文件中做出规定。 而吴

嘉源所了解的情况则是，可能不是由政府审定高新技术企业

的资格，而是通过中介机构审核。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 《实

施条例》中没有明确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部门，这会造成在

实际认证时会比较困难，容易发生扯皮的现象，究其原因可

能是，科技部门和税务部门都在管理，谁也不愿意放手。 悬



念四： 反避税与转让定价 “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都非常关注中

国转让定价政策的变化”，温哲说， 《实施条例》关于转让

定价的规定对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据知情人士介绍， 《

实施条例》在 “特别纳税调整”一章中，对转让定价做出了

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与已有的转让定价法规保持一致。 其中

，比较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对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

所称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做出了定义。 “不具有合理商

业目的”是指，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减少、免除和推迟缴纳税

款等税收利益。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

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

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也就是说，企

业进行企业重组或再投资等安排时，如果其目的是以逃避、

推迟纳税为目的，不管这种行为在法律或商业上是否合理，

从税务上都认为这种行为不具备合理的商业目的，税务局就

有权利进行纳税调整。 《实施条例》还规定，税务机关根据

税法和本条例的纳税调整决定，应在补征税款的基础上加收

利息。利息应按税款所属年度次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

据知情人士介绍，国家税务总局可能会在明年或今年年底，

专门出台一个关于转让定价资料备案的文件。 届时， 《企业

所得税法》加上这个资料备案的文件，企业就有可能需要在

与关联方进行任何交易时，保存好所有的合同和往来凭证等

文件。而这些文件在年底时，可能需要企业向税务局进行备

案。另外，税务局很有可能随时要进行调查。 温哲认为，关

联企业间的交易要符合独立交易的原则。这一方面会造成企

业转让定价的责任、风险和工作量的加重。另外一方面，由



于税务部门对转让定价很重视，相关规定要加详细，企业在

这方面的不确定性则会相应减少。 悬念五： 税前扣除 《企业

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

但在其中并没有明确各个税前扣除项目的具体扣除比例等关

键问题。因此，税前扣除也是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条规定，本章(应纳税所得额)规定的

收入、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资产的税务处理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在《实施条例》中，

对税前扣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比如：企业实际发生的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实际发生额的60%扣除，最

高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也就是说，企业发生

了100万元的业务招待费，最后可以税前扣除的就是其中

的60%，即按60万元扣除。扣除上限为年销售收入的0.5%。 

对于工会经费支出，《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职

工工会经费支出，在职工工资薪金总额2%(含)内的，准予扣

除。 对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以前是外资企业按全额扣除，对

内资企业的扣除方法则比较复杂。现在《实施条例》中规定

，统一按照企业当期实际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

总额12%以内(含12%)的，准予扣除。 另外，据知情人士介绍

，在《实施条例》的“资产的税务处理”一节中，对固定资

产折旧、电子设备的折旧的规定，与现行的税法比较一致，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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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