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总减免税收将超202亿新政策还将出台中级会计职称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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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0_BB_E5_87_8F_E5_c44_637035.htm 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

了解到，为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我国减免税收预

计超过202.3亿。随着抗灾工作的深入，各级税务部门还会出

台增值税、营业税减免等优惠政策。 有能力保障救灾重建需

要 财税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

为抗灾减免的税收将超过202.3亿元，大部分来自于企业所得

税的减免。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19日发布的“抗震救

灾及灾后重建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简称“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方面，企业实际发生的因地震灾害造成的财产

损失，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19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奚国华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四川、

重庆、甘肃等省市工矿企业在地震灾害中蒙受巨大损失。四

川全省有14207家工业企业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0亿元，

死亡1387人，受伤9798人。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税

收研究会理事卢洪友告诉记者，按照我国25%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计算，仅四川14207家工业企业就将减免税收167.5亿元。 

优惠政策还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将按企业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

人将其所得向地震灾区的捐赠，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

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日13时

，全国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39.25亿元，其中捐款125.16

亿元。专家介绍说，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在5%45%之间，按

照25%的平均水平计算，以上捐赠可减免税收34.8亿元。 12日



发生的汶川地震是今年继冰雪灾害之后的第二次灾情。此前

，财政部门也曾大笔拨款用于灾后重建。卢洪友表示，近年

来，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

增幅，中央和各级财政完全能够为灾区人民恢复生产和重建

家园提供强有力保障。 税收优惠政策有增加空间 国家税务总

局有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根据我国现行税收法律

、法规，在需要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出台进一步的税收优惠

政策。今年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

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

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上

述规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具体灾情，制定具体的税收优惠

政策，比如给予受灾纳税人在一定期限内减免企业所得税的

优惠等。 汶川地震使不少灾民丧失劳动能力，进而失去纳税

能力。19日公布的《优惠政策》尚未对这部分群体的优惠政

策做出明确。 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暂行条例

》则规定，纳税人销售额或营业额未达起征点的，免纳增值

税或营业税。其中，增值税，销售货物的起征点幅度为2000

元5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幅度为1500元3000元；按次

纳税的起征点幅度为每次（日）150元200元。营业税，按期

纳税的起征点幅度为1000元5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

次（日）营业额100元。具体的起征点由各地确定。 在上述规

定的起征点幅度内，只要对受灾地区纳税人从高执行起征点

，就可以使不少纳税人免去纳税义务，从而促进灾后重建工

作的展开。 卢洪友表示，总体的损失要到救灾告一段落以后

才能最终统计出来，税收优惠政策还有进一步修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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