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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6/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A_94_E7_AB_A0_E4_c45_76532.htm 四、资产的税务处理 

资产的税务处理应重点了解固定资产的计价原则和折旧、无

形资产的摊销和递延资产的扣除等问题。并且要和所得额的

计算结合起来考虑。 五、税额扣除 根据税法规定，纳税人来

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

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是，扣除额不得超过其

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上

述规定中的“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是指纳税人来源

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不包括减

免税或纳税后又得到补偿以及由他人代为承担的税款。 对纳

税人境外投资、经营活动按所在国(地区)税法规定或者政府

规定获得的减免所得税，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纳税人在与

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按所在国(地区)税法规

定及政府规定获得的所得税减免税，由纳税人提供有关证明

，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视同已经缴纳所得税进行抵扣。 （二

）对外经济合作企业承揽中国政府援外项目、当地国家(地

区)的政府项目、世界银行等世界性经济组织的援建项目和中

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项目，获当地国家(地区)政府减免所得

税的，由纳税人提供有关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视同已

经缴纳所得税进行抵免。 计算扣除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

项计算，即对于来源于境外某一国的各项所得不分项，而是

要汇总到一起，作为来源于某外国的所得额，按照我国税法

的规定计算扣除限额.而对于来源于境外多国的所得，却要按



来源于每一个国家的所得，按照我国税法分国计算扣除限额

。扣除限额的计算公式是: 境外所得税税款扣除限额＝境内、

境外所得按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外国的所得额

÷境内、境外所得总额) 需要注意的是，公式中的“境内、境

外所得按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是指按33％的税率计算的

应纳税总额，而不能采用其他税率进行计算。 如果纳税人来

源于境外的所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低于计算出来

的扣除限额则可以从其按境内和境外所得汇总缴纳的应纳税

额中据实扣除.若超过扣除限额的，其超过部分不得在本年度

的应纳税额中扣除，也不得列为费用支出，但是可用以后年

度税额扣除的余额补扣，补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除上述

分国不分项抵扣方法外，纳税人也可采用定率抵扣的方法。

即不区分免税或非免税项目，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

的比率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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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