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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6/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6_B3_A8_c45_76765.htm 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

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可以无限

期向以后年度结转。 （3）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

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广告

支出可据实扣除；超过5个纳税年度的，按上述8％的比例规

定扣除。 （4）对于电信企业，其实际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

宣传费支出，可按主营业务收入的8.5％在企业所得税前合并

计算扣除。 （5）自2005年度起，制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

销售（营业）收入25％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费支出，超过

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 （6）纳

税人申报扣除的广告费支出应与赞助支出严格区分。纳税人

申报扣除的广告费支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广告是通过

经工商部门批准的专门机构制作的；②已实际支付费用，并

已取得相应发票；③通过一定的媒体传播。 （7）纳税人每

一纳税年度的发生的业务宣传费（包括未通过媒体的广告性

支出），在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5‰范围内，可据实扣除

。 （8）总机构集中支付的广告费，在其集中支付的广告费

扣除限额内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应在总机构当年计征所得税

时进行纳税调整，并可按规定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 （9

）总机构集中支付的宣传费，可集中支付的广告费的扣除办

法在所得税前计算扣除，但超过标准部分不得向以后年度结

转扣除。 20.金融企业广告费、业务宣传费和业务招待费的税



前扣除，以当年实际取得的利息收入作为税前扣除限额的基

数；费用总公司统一调剂使用的，分公司按税法规定限额据

实扣除，超过标准部分，总公司限额内补扣。 21.差旅费、会

议费、董事会费等 22.佣金：符合3个条件，可计入销售费用 

①合法、真实的凭证 ②支付的对象必须是独立的，有权从事

中介服务的纳税人或个人； ③支付给个人的佣金，除另有规

定者外，不超过服务金额的5%。（企业：无限制） 23.加油税

控装置 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按固定资产提折旧；达不到固

定资产标准的，一次性税前扣除 24.支付给职工的一次性补偿

金： 原则上一次性税前除，但数额较大，对当期所得税影响

较大的，可分期摊销。 25.从2003年1月1日起，保险业的代理

手续费，在本年实收保费收入8%内扣除。 26.房地产开发企业

开发房地产成本和费用的扣除。 27.国有企业办中小学有关教

师待遇的所得税政策。 28.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在税

前的扣除 （1）保险公司按下列规定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

准予据实税前扣除： ①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

保险业务，不得超过自留保费的1％； ②有保证利率的长期

人寿保险和长期健康保险，不得超过自留保费的0.15％； ③

无保证利率的长期人寿保险和长期健康保险，不得超过自留

保费的0.05％； ④其他保险业务不得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

比例。 （2）保险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缴纳的保险保

障基金不得在税前扣除： ①财产保险公司、综合再保险公司

和财产再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公司总资产6％的

； ②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和人寿再保险公司的保险

保障基金余额达到公司总资产1％的。 八、不得扣除的项目 1.

资本性支出 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纳税人购买或自行



开发无形资产发生的费用不得直接扣除。无形资产开发支出

未形成资产的部分准予扣除，但不得再作为资产入帐 3、4、

违法罚款，属于行政罚款，不得列支；但经营性罚款（如违

约金）可以列支。 5.自然灾害或意外损失有赔偿的部分 6.超

标准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非公益救济性捐赠 7.各种赞助支出

。非广告性的赞助支出不可以扣除；广告性的可以列支。 8.

为其他独立纳税人提供与本身应纳税收入无关的贷款担保等

而负担的本息。 9.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 （各种地

方性摊派就不能列支，如：石家庄的二环费，是交给政府的

，但不准列支） 10.销售货物给购货方的回扣，其支出不得在

所得税前列支 11.会计上计提的八大准备，除坏账外都不能税

前列支； ******商品销价准备：商业企业特有，可扣（存货

跌价准备：股份企业特有，不扣） 12.企业已出售给职工个人

的住房，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折旧和维修管理费 九、亏损弥

补 1.这里所说的亏损，不是企业财务报表数，而是按税法规

定调整后的金额。 2.下一年度起5年要不间断计算，先亏先补

、后亏后补 3.具体规定： ①联营企业的亏损，由联营企业就

地弥补（投资方会计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损失不能在税前

扣除，即不得用投资方利润弥补被投企业亏损） ②投资方亏

损，实际分回的利润可先补亏，再按规定补交所得税（记得

还原！！） 如果既有需要补税的投资收益，也有不需要补税

的投资收益，可先用需要补税的投资收益还原后弥补亏损，

再用不需要补税的投资收益弥补亏损，弥补亏损后还有盈余

的，不再补税。 ③境外同一国家的业务之间的亏损可以互相

弥补，但境内外之间的亏损、不同国家的的亏损不能相互弥

补。（Eg.美盈日亏不可以互补。） ④汇总、合并纳税的：发



生亏损的成员企业不得用本企业以后年度所得来补亏；∵其

它成员企业已经补了；但在纳入合并范围之前的亏损，先用

本企业的所得补亏后，再合并。 ⑤分立、兼并、股权重组的

亏损弥补：自己看看吧，理解意思就行了。 ⑥年度亏损的确

认：必须在年度终了45天内，报税务机关了； ⑦纳税人可以

按弥补亏损后的所得额来确定适用的税率。 ⑧先用应税项目

补以前年度亏，仍亏损的，再用免税项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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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