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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总体结构2005年《税法Ⅱ》主要介绍我国目前实施的

所得税类、财产税类、行为税类中的9个税种，其中以企业所

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核心

内容，这3个所得税占教材内容的2/3，占考试总分数75%左右

，占试卷中计算题、综合题的85%左右，是考试和复习的重

中之重；其余6章，包括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船

使用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主要以单选题、多选题方

式考核，计算综合题中如果有考点，所占分数比例也是很小

的。今年教材在3个所得税中均有新增内容，特别是企业所得

税，新增加了第九节《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调整》。 本课

程重点、难点 企业所得税 计算题、综合题的内容主要集中在

第四节《应纳税所得额确定》、第六节《股权投资业务税务

处理》、第十节《应纳税额计算》。 重点难点问题包括以下

内容。 1.纳税所得额的确定。考生应主要结合纳税申报表的

结构与顺序学习相关内容。 （1）收入总额中除会计确认的

收入外，还包括视同销售的销售额、对外投资分回利润还原

成税前所得的投资收益，以及会计上不确认收益、但税法规

定要交税的项目，如接受捐赠收入、债务重组所得等。 （2

）准予扣除项目的范围及扣除标准。在扣除项目中，重点掌

握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常涉及到的主要项目，如销售

税金的扣除范围和计算，借款费用的扣除范围和计算，计税

工资以及与工资相关的“三费经费”的计算，公益救济性捐



赠的扣除标准，业务招待费、坏账损失、广告费、业务宣传

费、新产品开发费用的计算等。其中公益救济性捐赠计算税

前扣除限额时，以纳税申报表第43行“纳税调整前的所得”

作基数，对基数的形成顺序必须清楚；业务招待费、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这三项费用，计算税前扣除限额时都以销售（

营业）收入为基础，所以经常放在一起考核。 （3）不予扣

除项目，这一内容的考核一般比较直观。 （4）资产的税务

处理，掌握固定资产折旧、递延资产摊销的计算调整问题。 

（5）弥补亏损，此部分内容在考核内资企业所得税时通常是

单选、多选题题目。 2.股权投资业务税务处理。考生应重点

掌握前三项：第一项股权投资所得，它是税后所得，存在地

区税率差异需要补税；第二项股权转让所得，要按转让收入

扣除计税成本后确认为财产转让所得，全部计征企业所得税

；第三项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所得，要对非货币资产的公允

价值与原账面净值之差额，确定为财产转让所得交税。 值得

特别关注的是，本节今年新增的关于“企业股权转让有关所

得税的税收政策”。在这一政策规定中，股权转让时取得的

转让支付额中含有被投资方累计未分配利润或者累计盈余公

积，应确认为股权转让所得，不得确认为股息性质的所得；

只有当企业进行清算或转让全资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

企业时，投资方应分享的被投资方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

余公积才应确认为投资方股息性质的所得。对这部分税后所

得，可从转让收入中扣除，并实行差额补税。 3.应纳税额计

算。首先正确选择适用税率，内资企业目前实际使用的税率

有15%、18%、27%、33%；其次要对分回利润已纳税额进行

扣除，其中境外所得已纳税额实行限额扣除，计算扣除限额



的公式中境外所得一定要用税前所得，而不能直接使用分回

利润，运用的税率只能是33%的法定税率，扣除限额与国外

已纳税额的较小者应从汇总纳税的税额中扣除；对境内联营

企业分回利润在联营企业已纳税额应从汇总纳税的税额中扣

除。 4.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调整。这是今年教材新增内容

，主要讲了九个方面税法与会计差异的调整，每个方面都有

纳税调整金额的计算，必须掌握。以企业对外捐赠资产的会

计处理与纳税调整为例，应会计算纳税调整金额和纳税调整

后的所得。 举例，某生产企业以自产产品通过非营利组织捐

赠给贫困地区，自产产品账面成本30万元，同类产品对外售

价40万元，企业当年企业会计利润为500万元，假定无其他纳

税调整事项。 捐赠时，会计账务处理为： 借：营业外支

出36.8 贷：库存商品 3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6.8（40×17%） 

按税法规定计算公益捐赠扣除限额=纳税调整前所得×限额比

例=（500＋40－30）×3%=15.3万元，捐赠事项产生的纳税调

整金额=（40－30）＋（36.8－15.3）=31.5万元。当年纳税调

整后的所得额=500＋31.5=531.5万元，当年应纳所得税=531.5

×33%=175.40万元。 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 1.应纳

税所得额计算：方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基本相同，复习中应

将重点放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差异的内容上。如计税收

入中，境内分回投资利润的处理、咨询收入处理等；扣除项

目中，工资费用、公益救济性捐赠均实行扣前全额扣除，交

际应酬费的税前扣除比例与内资企业也有区别。 2.税收优惠

：教材归纳的九大类优惠也是重点，还可以针对一个纳税人

在几个纳税年度中享受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运用。

对设在特定地区的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经常是题



目中的纳税主体，而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税的基本政策和存

在查补税款的处理需要特别关注。将纳税调整后计算的税后

净利润一部分用于再投资，再投资退税额的计算是历年综合

题的热点。 个人所得税11项征税范围中，按费用扣除方法不

同，有定额扣除（扣800元或4000元）、定率扣除（扣20%）

、会计核算方法扣除、无费用扣除共四种类型；按征税期限

不同，有按年征税、按月征税、按次征税；各项应税所得除

掌握基本计算方法外，还要掌握一些有普遍性的特殊处理方

法，如：①年薪制、双薪制的应纳税额计算；②代付税款计

算；③费用扣除中“次”的规定；④劳务报酬的加成征收；

⑤个人公益救济性捐赠，应按单项税目的应纳税所得额

的30%计算税前扣除限额；⑥个人从两处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的税额计算问题；⑦在我国境内无住所的人员，取得工薪所

得纳税问题等。上述问题既可以单项考核，也可以集中在一

个纳税人身上，考计算综合题，因此必须熟练应用。 其他税

种除上述3个所得税以外，其余6章主要以单选题、多选题方

式考核，其中土地增值税的计算有一定难度，计算的税额在

企业所得税前可以扣除。 鉴于《税法Ⅱ》科目中，全部为实

务操作内容，学习中要灵活运用政策，会综合各项政策考点

，并掌握各税种之间交叉关系；特别要加强复习中的计算性

训练，务必将教材例题、历年考题熟练操作，并关注新增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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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