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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6_89_80_E5_c43_520549.htm 一、计税工资扣除标

准提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工资支

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自2006年7月1日起，将企业工资支

出的税前扣除限额调整为人均每月1600元。企业实际发放的

工资额在上述扣除限额以内的部分，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据实扣除；超过上述扣除限额的部分，不得扣除。对企业

在2006年6月30日前发放的工资仍按政策调整前的扣除标准执

行，超过规定扣除标准的部分，不得结转到2006年后6个月扣

除。文件同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不高

于20%的幅度内调增计税工资扣除限额的规定停止执行。 二

、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计算基数的变化与方法调整 

国税发[2006]56号文件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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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旧

申报表规定的计算基数是主表第42行“纳税调整前所得”。

当主表第16行“纳税调整后所得”小于或等于零时，扣除限

额为零，所有捐赠均不得扣除。同时该文件还规定，查补的

应纳税所得额不得作为计算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的基数

。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按照企业所得税应确定

的收入总额减去会计上确认的除捐赠（包括公益性捐赠和非

公益性捐赠）外的所有支出项目以及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应确认的扣除项目的余额为“纳税调整前所得”，而后按照

企业所得税的规定调增或调减所得额，捐赠是按照调整后的

应纳税所得作为扣除的基数。因此，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



捐赠的计算基数由纳税调整前所得调整为纳税调整后所得，

其实质上也就是加大了纳税人的捐赠基数，对企业更加有利

。 新申报表附表八《捐赠支出明细表》分别列示了按3%比例

扣除、按1.5%例扣除、按10%比例扣除以及全额扣除等四种

情况，在计算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时，应按照“

分项不分户”的原则进行。具体计算公式为： 1.计算纳税调

整后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未扣除捐赠支出的会计利润（即

纳税申报表主表中的第13行“纳税调整前所得”） “营业外

支出”科目列支的各种捐赠支出 纳税调增项目金额-纳税调减

项目金额。 2.确定税前限额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额：（1）扣

除限额=纳税调整后所得×税法规定的扣除比例。（2）将扣

除限额与实际支出数比较，按“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允

许税前限额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 3.确定税前扣除公益

救济性捐赠额：允许限额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 允许全额

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 4.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

得额=纳税调整后所得-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 三、

统一了广告费、业务招待费和业务宣传费等扣除限额计算基

数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中规

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计算基数为销售（营业）收入，

而业务招待费的计算基数为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即销售

（营业）收入扣除了销售退回、折扣与折让以后的“净额”

修订后的纳税申报表规定：广告费、业务招待费和业务宣传

费等扣除限额计算基数统一调整为“销售（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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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看出，新申报表中的“销售（营业）收入”与原申报表中的



“销售（营业）收入”相比，在内容上有一些变化：一是新

申报表的销售（营业）收入由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和视同销售收入三部分组成；二是将“让渡资产使用权”列

入了主营业务收入；三是无形资产转让收入及固定资产转让

收入不再属于其他业务收入，而是作为“其他收入”；四是

增加了视同销售收入的范围，将“处置非货币性资产收入”

列入视同销售收入。 四、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 2006年9月8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所得

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88号），文件规定：所有财

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内外资企业、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以下统称企业），全部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

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

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修

订后的申报表增加了附表九《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额明细表

》。旧申报表规定：研究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如大于企

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可就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

予以抵扣；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再抵扣。因此，

修订后的申报表对于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力度加大，有利于

降低企业税负，也给企业在利用技术开发费进行税收筹划提

供了丰富的空间。 五、“弥补亏损”、“公益救济性捐赠”

、“技术开发费加扣”税前扣除顺序明确 如果纳税人在同一

个纳税年度内同时具有弥补亏损、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以及

技术开发费加扣等扣除项目时，则必须注意计算扣除顺序。

如果随意确定扣除顺序，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计算结果，但

原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未明确体现上述三项扣减项目顺序，造

成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多种不同的扣除方法。新申报表逻辑



关系中则明确列示：应纳税所得额=纳税调整后所得-弥补以

前年度亏损额-免税所得 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允许

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额-加计扣除额。由此可见新申报表明确

了“先补亏、后捐赠、再加扣”的计算扣除顺序，完全体现

了最新所得税的政策要求。纳税人应严格按照新申报表规定

的扣除顺序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所得税额，不得擅自调

整上述三项费用的扣除顺序。 六、社会保障性缴款税前扣除

限定 国税发[2006]56号文件对社会保障性缴款的税前扣除作

了严格的限定。即对于纳税人当期已提取但未缴纳的社会保

障性缴款以及超过税法规定范围和标准的社会保障性缴款均

不得税前扣除。如果纳税人在财务上已计入当期费用，则必

须在附表四《纳税调整增加项目明细表》中作纳税调整处理

。同时附表五《纳税调整减少项目明细表》也增加了一个项

目，即，“在应付福利费中列支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在应付福

利费中列支的补充医疗保险”。此两项是填列纳税年度在应

付福利费中实际列支的符合税收规定标准的基本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超过税收规定标准部分不得纳税调减）。 综

上所述，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在结构和内容上均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表之间的勾稽关系更加明确，填报项

目由原来的81行简化为35行，主表中的“收入总额”从14行

简化为6行，方便企业纳税申报表的填写。从表面上看附表虽

有所增加，但附表设计得细致、科学，实际上方便企业填写

申报表。主表每个项目数字都有相应的附表对应，附表与主

表的勾稽关系非常清晰；每张附表以所得税法为依据详细列

示全部项目，不但规范企业申报表的填写，而且企业易学易

用，如新增加的“免税所得及减免税明细表”（附表七）列



示了所得税税法规定企业所有减免税的情形，企业只需按其

所属类别填写即可。而旧申报表在主表中列示了企业减免税

的六种情况，企业如果属于其他减免税的情况，只能自己附

明细表，既不利于税收征管也给企业填写申报表造成了困难

。总之，修订后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体现了我国税制改革“

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以及以人为本

和依法治税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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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