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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实务与风险防控》

内容概要

《企业所得税实务与风险防控》突出实务——重点是经常性业务；逐一梳理风险点，并附有真实生动
的案例；政策时新详尽，可作为税收政策工具书。
一、突出实务——重点是经常性业务
为突出重点，本书对企业经常遇到的业务进行详细讲解，如收入、扣除、资产、优惠等，这些看似简
单，却是企业容易出现风险的事项。本书还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企业相关业务的财务会计处理。纳税调
整来源于会计，只有弄清楚会计处理，才能做好纳税调整。
二、提示风险——这些教训真的发生过！
结合多年的税收工作实践，从收入、扣除、资产、优惠等方面，针对税会差异、新申报表、案例、有
争议的问题等，系统梳理了企业常见的税务风险，将可能遇到的风险一一点出，并辅以真实的案例进
行详细讲解。
三、政策时新详尽——税收政策工具书
书中相关政策截至2016年1月底，国家税务总局未发布明确政策而省级税务机关发布的政策，本书也列
出来供读者参考。所涉及的大量税收政策文件，全部标明文号、引用原文，便于读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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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税收优惠方式
4.5.1.2会计处理
4.5.1.3税收上的研发费用范围
4.5.1.4会计上的研发费用范围
4.5.1.5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范围
4.5.1.6其他规定
4.5.1.7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5.2安置残疾人员工资的加计扣除
4.5.2.1税收优惠方式
4.5.2.2优惠条件
4.5.2.3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6所得税减免
4.6.1高新技术企业
4.6.1.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
4.6.1.2高新技术企业申请
4.6.1.3高新技术企业后续管理
4.6.1.4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及追缴税款
4.6.1.5高新技术企业境外税收抵免
4.6.1.6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6.2小型微利企业
4.6.2.1小型微利企业的定义和税收优惠方式
4.6.2.2小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
4.6.2.3三种小微企业的区分
4.6.2.4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预缴
4.6.2.5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6.3技术先进型范围企业
4.6.4软件企业
4.6.4.1一般软件企业
4.6.4.2重点软件企业
4.6.4.3软件企业的税务管理
4.6.4.4软件企业资格的取消
4.6.4.5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6.5集成电路企业
4.6.5.1一般集成电路企业
4.6.5.2重点集成电路企业
4.6.5.3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
4.6.5.4集成电路企业的税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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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5集成电路企业资格的取消
4.6.5.6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6.6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企业
4.6.6.1税收优惠方式
4.6.6.2优惠条件
4.6.6.3管理要求
4.6.6.4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6.7动漫企业
4.6.7.1税收优惠方式
4.6.7.2优惠条件
4.6.7.3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6.8鼓励就业
4.6.8.1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4.6.8.2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4.6.8.3大学生创业
4.6.9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
4.6.9.1税收优惠方式
4.6.9.2管理要求
4.6.9.3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6.10西部大开发相关企业
4.6.10.1税收优惠方式
4.6.10.2政策的特别规定
4.6.10.3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7加速折旧
4.7.1会计处理
4.7.1.1双倍余额递减法
4.7.1.2年数总和法
4.7.2税务处理
4.7.2.1会计上加速折旧而税收上不加速折旧
4.7.2.2税收上加速折旧而会计上不加速折旧
4.7.3老的加速折旧办法
4.7.4新的加速折旧办法
4.7.4.1主要内容
4.7.4.2主要变化
4.7.5加速折旧扩围
4.7.6加速折旧管理
4.7.6.1预缴时即可加速折旧
4.7.6.2总分机构汇总纳税下的加速折旧政策
4.7.6.3关于择优享受的规定
4.7.6.4关于加计扣除的规定
4.7.6.5要求资料留存备查
4.7.7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8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4.8.1一般企业
4.8.1.1优惠方式
4.8.1.2优惠条件
4.8.2有限合伙制企业
4.8.2.1优惠方式
4.8.2.2优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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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3优惠计算
4.8.3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9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税额抵免
4.9.1税收优惠方式
4.9.2优惠条件
4.9.2.1可抵免的固定资产类型
4.9.2.2抵免额的计算
4.9.3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4.10其他
4.10.1期间费用的分摊
4.10.2关于总收入的规定
4.10.3环保因素
第5章投资业务
5.1交易性金融资产
5.1.1概述
5.1.2成本确认
5.1.2.1会计处理
5.1.2.2税务处理
5.1.3持有期间
5.1.3.1会计处理
5.1.3.2税务处理
5.1.4处置
5.1.4.1会计处理
5.1.4.2税务处理
5.2持有至到期投资
5.2.1概述
5.2.2成本确认
5.2.2.1会计处理
5.2.2.2税务处理
5.2.3持有期间
5.2.3.1会计处理
5.2.3.2税务处理
5.2.4减值
5.2.4.1会计处理
5.2.4.2税务处理
5.2.5处置
5.2.5.1会计处理
5.2.5.2税务处理
5.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3.1概述
5.3.2成本确认
5.3.2.1会计处理
5.3.2.2税务处理
5.3.3持有期间
5.3.3.1会计处理
5.3.3.2税务处理
5.3.4减值
5.3.4.1会计处理
5.3.4.2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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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处置
5.3.5.1会计处理
5.3.5.2税务处理
5.4长期股权投资
5.4.1初始计量
5.4.1.1形成控股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5.4.1.2形成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5.4.1.3不形成控股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5.4.1.4投资成本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的处理
5.4.2后续计量
5.4.2.1成本法
5.4.2.2权益法
5.5股权转让
5.5.1基本规定
5.5.1.1股权转让收入确认时点
5.5.1.2一次性确认损益
5.5.2一般股权转让
5.5.2.1会计处理
5.5.2.2税务处理
5.5.2.3其他
5.5.3非正常转让
5.5.4核定征收企业股权转让
5.5.5对赌协议
5.6撤资
5.7清算
第6章资产损失
6.1资产损失政策
6.1.1资产损失的定义
6.1.2资产损失基本政策
6.2资产损失证据
6.2.1外部证据
6.2.2内部证据
6.3货币资产损失
6.3.1现金损失
6.3.1.1会计处理
6.3.1.2税务处理
6.3.2银行存款损失
6.3.2.1政策
6.3.2.2证据
6.3.3应收及预付款项坏账损失
6.3.3.1会计处理
6.3.3.2税务处理
6.3.3.3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
6.4非货币资产损失
6.4.1存货损失
6.4.1.1会计处理
6.4.1.2税务处理
6.4.1.3出版、发行企业处置呆滞出版物损失
6.4.1.4房地产企业开发产品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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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固定资产损失
6.4.2.1会计处理
6.4.2.2税务处理
6.4.2.3电网企业输电线路部分报废损失
6.4.3无形资产损失
6.4.3.1会计处理
6.4.3.2税务处理
6.4.3.3房地产企业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损失
6.4.4生物资产损失
6.4.4.1会计处理
6.4.4.2税务处理
6.4.5其他损失
6.5投资损失
6.5.1债权性投资损失
6.5.2股权（权益）性投资损失
6.5.2.1政策
6.5.2.2证据
6.5.2.3其他
6.5.2.4不得扣除的投资损失
6.6其他损失
6.7资产损失管理
6.7.1原则
6.7.2申报管理
6.7.2.1清单申报
6.7.2.2专项申报
6.7.3以前年度未扣资产损失
6.7.4商业零售企业存货损失
6.7.5跨地区总分机构资产损失
6.7.6境内、境外资产损失核算
6.7.7因国务院决定事项形成的资产损失
6.7.8其他
第7章纳税申报
7.1应纳税额的计算
7.1.1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7.1.2应纳税额的计算
7.2企业所得税预缴
7.2.1时限
7.2.2申报
7.2.3管理
7.3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7.3.1时限
7.3.2申报
7.3.3管理
7.3.3.1汇算清缴的范围
7.3.3.2延期申报和缴纳税款
7.3.3.3多退少补
7.3.3.4更正申报和补充申报
7.3.3.5法律责任
7.3.4清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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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弥补亏损
7.4.1基本规定
7.4.2弥补亏损填报
7.4.3几种不能弥补亏损的情形
7.4.3.1超过5年的亏损
7.4.3.2应税项目和减免税项目之间不得弥补亏损
7.4.3.3境外亏损不得在境内弥补
7.4.3.4核定征收企业不得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7.4.3.5被投资的亏损投资企业不能弥补
7.4.3.6合伙企业的亏损合伙人不能弥补
7.4.3.7一般性重组前的亏损不能弥补
7.4.3.8集团公司内企业亏损不得相互弥补
7.5汇总纳税
7.5.1适用企业
7.5.2分摊方法
7.5.2.1计算公式
7.5.2.2分支机构分摊比例的调整
7.5.2.3总分机构税率不同的情形
7.5.3预缴
7.5.4汇算清缴
7.5.5查补税款
7.5.6申报
7.5.6.1预缴
7.5.6.2汇算清缴
7.5.7例题
7.5.7.1预缴
7.5.7.2汇算清缴
7.5.7.3查补税款
7.5.7.4总分机构不同税率的情形
7.6核定征收
7.6.1基本规定
7.6.1.1可以核定征收的企业
7.6.1.2不能核定征收的企业
7.6.1.3核定征收方法
7.6.2申报方法
7.6.3管理措施
7.6.4特殊规定
7.6.5税收优惠
7.6.5.1免税收入
7.6.5.2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
7.6.6申报
7.7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申报
7.7.1预缴
7.7.1.1政策
7.7.1.2申报表
7.7.2汇算清缴
第8章特殊事项
8.1企业重组
8.1.1企业重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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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一般性税务处理
8.1.2.1企业形式改变
8.1.2.2债务重组
8.1.2.3股权收购、资产收购重组
8.1.2.4企业合并
8.1.2.5企业分立
8.1.3特殊性税务处理
8.1.3.1条件
8.1.3.2债务重组
8.1.3.3股权收购
8.1.3.4资产收购
8.1.3.5企业合并
8.1.3.6企业分立
8.1.3.7非股权支付所得（损失）
8.1.4合并、分立税收优惠继承问题
8.1.4.1合并
8.1.4.2分立
8.1.5资产、股权划转
8.1.5.1政府划拨
8.1.5.2股东划拨
8.1.5.3关联企业间划拨
8.1.6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8.1.7税务管理
8.2政策性搬迁
8.2.1定义
8.2.2搬迁收入
8.2.3搬迁支出
8.2.4搬迁资产
8.2.5搬迁所得
8.3境外税收抵免
8.3.1基本规定
8.3.2具体规定
8.4关联交易
8.4.1关联方
8.4.2纳税调整
第9章源泉扣缴
9.1非居民企业
9.1.1概念
9.1.2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的非居民企业所得
9.1.3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的非居民企业所得
9.2预提所得税
9.2.1预提税的计算
9.2.2特许权使用费
9.2.3租金
9.2.4利息
9.2.4.1一般规定
9.2.4.2融资租赁费
9.2.4.3向我国银行境外分行支付的利息
9.2.4.4担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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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5向QFII支付的利息
9.2.5股息、红利
9.2.5.1一般规定
9.2.5.2向境内非居民企业股东和境外H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的股息
9.2.5.3向QFII支付的股息、红利
9.2.5.4税收协定
9.2.5.5扣缴时间
9.2.6转让财产所得（不含股权转让）
9.3股权转让
9.3.1直接股权转让
9.3.1.1一般性规定
9.3.1.2特殊性规定
9.3.2间接股权转让
9.3.2.1政策规定
9.3.2.2备案管理
9.3.3合同备案
9.4税收优惠
9.5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
9.5.1概念
9.5.2税源管理
9.5.2.1登记备案管理
9.5.2.2税源信息管理
9.5.3申报征收
9.5.3.1企业所得税
9.5.3.2营业税和增值税
9.5.4法律责任
9.6非居民企业核定征收
9.7非居民企业从事国际运输业务
9.7.1概念
9.7.2征收管理
9.7.3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
9.8源泉扣缴管理
9.8.1扣缴义务人
9.8.1.1自然扣缴义务人
9.8.1.2指定扣缴义务人
9.8.2纳税地点
9.8.3纳税时间
9.8.4法律责任
9.9售付汇
9.9.1需要备案的情况
9.9.2不需要备案的情况
9.9.3法律责任
附录常用企业所得税政策一览
一、收入
二、税前扣除
三、税收优惠
四、资产损失
五、重组
六、总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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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房地产
八、清算
九、境外税收抵免
十、源泉扣缴
十一、特别纳税调整
十二、综合文件
十三、预缴
十四、汇算清缴
十五、核定征收
十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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