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口径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表难点之六

 财务第一教室e教室  

 Tel  ：400-600-2148

 Web：www.cfoclass.com



目   录

1 2 3 4 5
资产损失税前扣

除的填报口径

不征税收入

的填报口径 投资损失 税收优惠填报

    的口径

企业处置资产

的确认问题



一、资产损失税前扣除

的填报口径



1、企业以前年度发生的资产损失未能在当年税前扣除的，可以在本年向

税务机关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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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损失前扣除的填报口径



  企业资产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第六条 企业以前年度发生的资产损失未能在当年税前扣除的，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

税务机关说明并进行专项申报扣除。其中，属于实际资产损失，准予追补至该项损失发生年

度扣除，其追补确认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五年，但因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遗留的资产损失、

企业重组上市过程中因权属不清出现争议而未能即使扣除的资产损失、因承担国家政策性任

务而形成的资产损失以及政策性不明确而形成的资产损失等特殊原因形成的资产损失，其追

补确认期限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可适当延长。属于法定资产损失，应在申报年度扣除。

    企业因以前年度实际资产损失未能在税前扣除而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在追补确认年

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中给予抵扣，不足抵扣的，想以后年度递延抵扣。

    企业实际资产损失发生年度扣除追补确认的损失后出现亏损的，应先调整资产损失发生年

度的亏损额，再按弥补亏损的原则计算以后年度多缴的企业所得税，并按前款办法进行税务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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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以前年度发生的资产损失未能在当年税前扣除的，可以在本年向税务机关报

批；

2、企业资产损失发生年度扣除追补确认的损失后如出现亏损，应调整资产损失发生

年度的亏损额，并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四“弥补亏损明细表”对应

亏损年度的相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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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损失前扣除的填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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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以前年度发生的资产损失未能在当年税前扣除的，可以在本年向税务机关报

批；

2、企业资产损失发生年度扣除追补确认的损失后如出现亏损，应调整资产损失发生

年度的亏损额，并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四“弥补亏损明细表”对应

亏损年度的相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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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损失前扣除的填报口径



二、不征税收入的填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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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年的收益有关

与形成的资本有关

填到附表三的38行，
即不征税收入形成的

费用

填到附表三的43行或45行，
即“固定资产折旧”或
“或无形资产摊销”

不征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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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符合规定的不征税收入，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三“纳税调整

明细表”‘一、收入类调整项目“第14行”13、不征税收入“对应列次。

二、不征税收入的填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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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投资损失



      1、对于企业的投资损失，在经确认的损失发生年度，可以作为企业损失在

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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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损失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损失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0年第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及其有关规定，现就企业股权投资损失所得税处理

问题公告如下：

     一、企业对外进行权益性（以下简称股权）投资所发生的损失，在经确认的损失发生年度，作为

企业损失再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二、本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本规定发布以前，企业发生的尚未处理的股权投资损失，按

照本规定，准予在2010年度一次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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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于企业的投资损失，在经确认的损失发生年度，可以作为企业损失在计算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2、企业发生的投资（转让）损失应按实际确认或发生的当期扣除，填报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三“纳税调整明细表”相关行次;对于长期股权投资发生的损失，企

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十一“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投资损失补充资料“的相

关内容不再填报。

三、投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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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税收优惠填报的口径



       对于企业所得的免税收入、减计收入以及减征、免征所得税项目，不得弥补

当期及以前年度应税项目的亏损，然后当年形成亏损的减征、免征所得税项目，

也不得用当年和以后纳税年度应税项目的所得来进行弥补。

四、税收优惠填报的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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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处置资产的确认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

     二、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

财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

         （一）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

           (二）用于交际应酬；

         （三）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

         （四）用于股息分配；

         （五）用于对外捐赠；

         （六）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三、企业发生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情形时，属于企业资质的资产，应按企业同类资产同

期对外销售价格确定销售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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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采取买赠方式进行促销时的赠品是否需要                                 
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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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

有偿赠送 无偿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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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偿赠送

列到销售费用——广告宣传费

注意收集相关证据



1、有偿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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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

企业外购 企业自产



  1）以企业外购的资产作为赠品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口径

用企业外购的商品作为赠品处销，其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没有影响

所得税：收入成本相等
增值税：进项税销项税相等



   1、有偿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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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

企业外购 企业自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通知（国税函[2010]5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3]154号）第二条

第（二）项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的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

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纳税人采取折扣的方式销售货物，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

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

税。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

销售额中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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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制品企业采取买五赠一的方式进行促销的账务处理问题

               买五赠一，收入确认六元，按六袋结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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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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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企业采取买赠方式进行促销是的赠品是否需要       
 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赠送

有偿赠送 无偿赠送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口径

无偿赠送 营业外支出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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