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税与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优惠政策
解读及纳税筹划

喻景忠  张慧慧

自2008年 1 月 1 日起，我国正 式实

施新的《 企业所得税法》（以 下简称“新

税 法”）。新税 法令人关注的一大变化 是

税收优惠范围和方式的变化，产业优 惠

将代替原来的区域优惠成为最主要的优

惠方式。本文在此对新税 法下税收优 惠

政策进行解读，并探讨企业应如何进行

纳税筹划。

一、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几种

优惠形式

（一）加计扣除优惠

1 . 关于企业研发费用的加 计扣除。

新税 法实施条例中规 定对于企业为开发

新技 术、新产品、新工 艺发生的研 究开

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

的，在按照规定实行1 0 0 %扣除的基础

上，再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 加 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

本的 150% 摊销。因 此，纳税 人 应注意

分清研究开发费用的期间费用化 和无形

资产化，如 果构成无形资产的，则不能

在当期全额扣除，要按照 无形资产摊销

的有关规定处理。

2. 关于安置特殊就业 人员的税 收

优惠。为了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

政策，新税 法将原来在财税主管部门通

知中规定的加计扣除措施上升为法律的

规定，并对该项政策做了适当调整 ：（1）

将优 惠范围扩大到所有安置特殊就业人

员的企业，鼓励社会各类企业吸纳特殊

人员就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更好 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2）在按

照 支付给 残疾职工 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

上，按照支付给 残疾职工 工 资的 100%

加计扣除，取消了安置人 员的比例限制。

安置 残疾人员要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的规 定处理有关事务，

否则不能享受加计扣除。

（二）减计收入优惠

主要是资源综合利 用的税收优 惠。

新税法规 定，企业以《 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所得税优 惠目录》内的资源作为主要

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

国 家和行业相 关标准的产品 取得的收

入，减按 90% 计入收 入总额。我国原外

资企业所得税法对资源综合利用没有专

门的税收优 惠规 定，而内资企业 利用废

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材料

进行生产的，则有 5 年内减征 或免征 所

得税的规 定。新税 法将定期直接减免的

税收优惠方式转变为减计收 入这种更为

科学合理的税收优惠方式。

（三）税额抵免优惠

1 . 对三 类固定资产投 资的税 收 优

惠。新税 法 规 定，企业 购置环 境保 护、

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

用设备的投资额的 10% 可以 从 企业当年

的应纳税 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

可以 在以 后 5 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纳

税 人需要注意的是：专用设备应在《 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 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

录》和《 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

优惠目录》规 定范围内；享受企业 所得

税优惠的企业，应当实际 购置并自身实

际投 入使 用；企业购置的专用设备在 5

年内转让、出租的，应 当 停止享受企业

所得税优惠，并补缴已经抵免的企业所

得税税款。

2. 对创 业投 资的优 惠政 策。新税

法规 定，创业投资企业 从事国家需要重

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 按投资

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 所得额。创业

投资企业抵扣应纳税 所得额，是指创业

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

市的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 2 年以 上的，可

以 按照其投资额的 70 % 在股权持有满 2

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

所得额 ；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 在以 后

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四 ）两类优惠利率

1 . 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利率。为更

好地发挥小企业在自主创新、吸纳就业

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税 收 政 策鼓励、支

持和引导小企业的发展，参照国际通行

做 法，新税 法规定对符合规 定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实行 20% 的优惠税 率，比一

般 法定税 率低 5 个百分点。小型微利企

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

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1）工 业企业，年

度应纳税 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 业人

数不超过 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 000

万元。（2）其他 企业，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

不超过 30 万元，从 业 人 数不超过 80 人，

资产总额 不超过 1 000 万元。显然，企业

所得税在临界点 30 万元上下税赋差异很

大，此时纳税人 应做好 纳税筹划。

2. 高新技 术企业的 优 惠利 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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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法规 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

术企业实行 15% 的优惠税 率，不再作地

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都适用。国家需要

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拥有核

心自主知识 产权，并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

的企业 ：（1）产品（ 服务）属于《 国家重点

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规 定的范围。（2）

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 入的比例不低于

规 定比例。（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 入

占企业总收 入的比例不低于规 定比例。

（4）科技 人 员占企业职工 总数的比例不低

于规 定比例。（5）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

办法规 定的其他 务件。

二、企业纳税筹划的应对策略

面对新税 法优惠政 策的调整，企业

如何提升适应新税 法的能力已成为亟需

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财务人员实时跟踪

并准确把握相关细则，以 积极应对挑战。

（一）利 用对特定区域的过渡优 惠

政策，选择新办企业的投资地点

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

区的特殊作用，新税 法对其给 予了一定

的过渡性优惠政 策，即对经济特区和上

海浦东新区内在 2008年 1 月 1 日（含）之

后完成登记注册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以 下简称新设高新技术

企业），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取

得的所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 入

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

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此外，根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

有关文件精神，《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

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1]202号）中规

定的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继

续执行。因此，新办企业可以 利用这些

优惠政 策，在这些地区设立国家需要重

点扶持的高新技 术企业，享受过渡性优

惠，或在西部大开发地区成立国家鼓励

类的企业，继续享受所得税优惠。

纳税 人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特区和

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高新技术企业，同

时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以 外的地

区从 事生产经营的，应 当单独计算其在

经 济特区和上 海浦东新区内取得的 所

得，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用；没有

单独计算的，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此 外，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

高新技术企业在按照规 定享受过渡性

税 收优 惠期间，由于复审或抽 查不合格

而不再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从 其

不再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年度起，停

止享受过渡性税收优惠；以 后再次被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不得继续享受或

者重新享受过渡性税收优惠。

（二）适时调整投资行业

如 果纳税人要享受行业定期减免优

惠，可以 选择政 策鼓励 和扶持的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有：从事农、林、牧、渔业

项目的所得，可以 免征 或减征企业所得

税 ；从 事港口 码头、机场、铁路、公路、

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的所得，
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 入所属纳

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

得税，第四 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以 下简称“三免三减半”）；从事包

括公 共污水处理、公 共垃圾 处理、沼气

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

水淡化等环境保护项目、节能节水项目的

所得，可以“三免三减半”。一个纳税年度

内，居民企业技 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 ；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因 此，纳 税 人要从 事这些 受政 策

鼓励 和扶持的项目，必 须研究行业的具

体规定，注意审批程 序，取得行业准入

资格。如 选择公 共设 施 免税 项目，就

必 须符合《 公 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

税优 惠目录》的规 定，否则即使 从 事公

共设 施 建设，也不一定能享受免税。

此外，企业同时从事适用不同企业所

得税 待遇的项目的，其优 惠项目应当单

独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

用；没有单独计算的，不能享受企业所

得税优惠。

（ 三）利 用特定老企业的过渡优惠

期，借壳经营

新税 法规 定，原享受定期优惠的企

业，一律从 新税 法实施年度起，按原税

法规 定的优 惠标准和年限 开始 计算免

税期，在新税 法实施后最长不超过 10 年

的期限内，享受尚未期满或尚未享受的

优 惠，但因 未获利 而尚未享受优 惠的，

优惠期限 从新税法实行年度起计算。因

此，对原享受“两免三减半”优惠的企业，

可加快新办企业投 产进度，加 紧实现盈

利，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因为“两免三减

半”从投 产年度起算，过渡期未获利未

享受优惠的，优惠期限从新税 法施行的

2008年计算，2008年尚未获利的，则当

年无法享受免税优惠。

此外，新税 法实施后，对已经批准

设立并依照设立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可以 享受低税 率和定期减免税

优惠的老企业，给 予过渡性照顾。其中

规定，原享受 15% 和24% 等低 税 率优惠

的企业，在新税法实施后 5 年内可享受

低税率过渡照顾，逐步过渡到新税 法的

法定税 率，由此可进行此种纳税 筹划：

假 定 A 公 司是享受低税 率的企业，目前

有新业务要新设公 司，则可考虑暂不新

设，用老企业做新业务，或通过买壳的

方式接 受一家名存实亡的企业，通过工

商变更作为子公 司，以 享受 5 年过渡期

的税收优惠。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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