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注税《税法二》第一章复习重点六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6_634645.htm (二)工资、薪金支出(很重要，

选择、计算和综合) 应注意掌握以下三个内容： 1、工薪具体

包括哪些内容，特别是不包括哪些内容：详见21页9项(注意

选择题)， 2、计税工资人数的确定，特别是不包括哪些人员

：三类不包括 3、支出形式：掌握计税工资标准： (1) 2006年7

月1日起，月人均1600元 计税工资薪金扣除限额=年任职受雇

员工人数×月计税工资标准×月数 税务处理：实际发放数在

计税工薪标准以内的，可据实扣除.超过标准的部分，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从纳税调整的角度来讲超标的部

分做纳税调增。 (2)效益工资、薪金制。(客观题)实发工资在

“两个低于”之内，工资据实扣除： 4.软件开发企业的工资

、薪金，可以据实扣除。 (三)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

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很重要，选择、计算和综合) 1.职工工会

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计税工资总额的2%

、14%、2.5%的比例计算扣除(实际发放工资低于计税工资标

准的，以实际发放工资总额按比例据实扣除)。 2.建立工会组

织的纳税人，凭专用收据按计税工资总额的2%税前扣除工会

经费，凡不能提供专用收据》的，其提取的工会经费不得税

前扣除。 例题，企业2007年在册职工850人(含医务室、食堂

人员20人).已计入成本费用的实发工资2500万元。均按规定比

例计提了三项经费(工会经费能提供专用收据)。 计税工资限

额=(850-20)×0.16×12=1593.6(万元)，可税前扣除 实发工资

超标准=2500-1593.6=906.4(万元)，应纳税调增。 税前准予扣



除三项经费=1593.6×(2% 14% 2.5%)=294.82(万元) 三项经费超

标准=2500×(2% 14% 2.5%)-294.82=167.68(万元)， 或直接按超

标的工资计算超标准三项经费=906.4×(2% 14% 2.5%)=167.68(

万元) 应调增应税所得额 综上，工资及三项经费应调增所得

额=906.4 167.68=1074.08(万元) (四)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很

重要，选择、计算和综合) 1.含义：公益救济性捐赠是指纳税

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

政、文化事业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

捐赠。 2.税前扣除方法： (1)全额税前扣除 通过非营利性的社

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下列4个项目捐赠：①红十字事业.②福

利性、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③农村义务教育.④公益性青少

年活动场所(其中包括新建 (2)限额比例扣除 ①限额比例

为1.5%：金融保险企业公益救济性捐赠. ②限额比例为3% ：

纳税人用于上述机构以外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在年应纳税

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 ③限额比例为10%：纳

税人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批准成立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对

指定的文化事业的捐赠。 3不得扣除：超过扣除标准的公益

、救济性捐赠.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 4.公益救济性捐

赠限额扣除的具体计算过程为： (1)计算公益救济性捐赠扣除

限额=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第16行“纳税调整后所得”

×3%(金融保险业按1.5%计算.符合文化事业的公益救济性捐

赠按10%计算). (2)计算实际捐赠支出总额=营业外支出中列支

的全部捐赠支出. (3)捐赠支出纳税调整额=实际捐赠支出总额-

实际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 5税务机关查补的应纳

税所得额，不得作为所属年度计算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

除的基数。 6.反映在纳税申报表，在87页主表的11行(94页附



表二的18行)不包括捐赠支出，即将记在“营业外支出”中的

捐赠支出(包括公益性捐赠和非公益性捐赠)剔出，按计算出

的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填在主表的20行。 【例题】

某企业2007年度纳税调整后所得额40万元，当年“营业外支

出”账户中列支了通过当地教育部门和民政部门分别向农村

义务教育的捐赠5万元、贫困山区的捐赠3万元.直接向地震灾

区捐款2万。 【解析】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5万元可全额扣

除， 向贫困山区的捐赠按3%限额扣除，扣除限额=40

×3%=1.2万元， 直接向地震灾区捐赠2万不得扣除 可税前扣

除的捐赠=5 1.2=6.2万元 捐赠支出纳税调整额=10-6.2=3.8万元 

反映在纳税申报表，全部的捐赠10万元未包含在纳税调整后

的所得额40万元里，将可税前扣除的捐赠6.2万元填在主表

的20行 (五)业务招待费支出(很重要，选择、计算和综合) 1.列

支比例：在规定比例范围内，可据实扣除，超过标准的部分

不得在税前扣除。 ① 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及其

以下，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净额的5‰. ② 年销售(营业)收入

净额在15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不超过该部分的3‰。速算增加

数3万元。 2.计提基数：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即87页主表1

行(92页附表一1行)即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扣除销售折扣、销货退回等各项支出后的收入额，包括主营

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销售收入。 纳税人以偷税手

段隐瞒的收入，由税务机关检查时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

，不作为计提业务招待费的基数。但是纳税人聘请中介机构

代理纳税事宜时调增的收入额，可以作为业务招待费的计提

基数。 3.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标准=本级销售(营业)收入净额

×本级扣除比例 本级速算增加数 【例题】某企业全年产品销



售收入1400万元，包装物租金收入40万元，运输服务收入10

万元，接受捐赠收入50万元，国债利息收入40万元，此外将

市场价值100万元的产品(成本价为80万)用于发放福利 ，转让

一项非专利技术收入120万，让渡一项非专利技术使用权收

入50万。管理费用中列支业务招待费20万元。 业务招待费计

提基数是销售(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

入和视同销售收入，所以分析收入的性质，判断是否是销售(

营业)收入很重要。本题中，接受捐赠收入50万元和转让一项

非专利技术收入120万作为“其他收入”，国债利息收入40万

元作为“投资收益”(注意国债利息收入属于“收入总额”，

不是“销售收入”，所以不是计提业务招待费的基数，是计

算公益性捐赠的基础). 其他各项收入都属于主表1行的销售(

营业)收入。 销售(营业)收入净额=(1400 40 10 100 50)=1600万

元 准予扣除的业务招待费限额=1600×3‰ 3=7.8万元 准予扣

除的业务招待费限额=1500×5‰ (1600-1500)×3‰=7.8万元 实

际列支20万元，准予扣除的业务招待费7.8万元.超标的业务招

待费=20-7.8=12.2万元，调增纳税所得 若管理费用中实际列支

的业务招待费为5万元，则准予扣除的业务招待费为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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