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规介绍

财税法规政策摘登（七则）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税

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一、关于增值税、营业税政策问题

（一）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取得的

营业税应税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

（二）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将项目中

的增值税应税货物转让给用能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

（三）本条所称“符合条件”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相关技术应符合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技

术通则》（G B/T24915-2010）规定的技术要求；

2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其合同

格式和内容，符合《合同法》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 B/T24915-2010）等

规定。

二、关于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

（一）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符合企

业所得税税法有关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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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至第六年按照25%的

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以及与其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

合同的用能企业，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有关资产的企业所得税税务

处理按以下规定执行：

1.用能企业按照能源管理合同实际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合理支

出，均可以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区分服务费用和资产

价款进行税务处理；
2.能源管理合同期满后，节能服务公司转让给用能企业的因实施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折旧或摊销期满的资产进行税务处理，

用能企业从节能服务公司接受有关资产的计税基础也应按折旧或摊销

期满的资产进行税务处理；
3.能源管理合同期满后，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办理有关资产的

权属转移时，用能企业已支付的资产价款，不再另行计入节能服务公司

的收入。

（三）本条所称“符合条件”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100万元，且能够单独提供用

能状况诊断、节能项目设计、融资、改造（包括施工、设备安装、调试、

验收等）、运行管理、人员培训等服务的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

2
.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相关技术应符合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技

术通则》（G B/T24915-2010）规定的技术要求；

3.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其合同

格式和内容，符合《合同法》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 B/T24915-2010）等

规定；

4.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项目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

目录（试行）的通知》（财税[2009]166号）“4、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类中

第一项至第八项规定的项目和条件；
5.节能服务公司投资额不低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总额的

70% ；

6.节能服务公司拥有匹配的专职技术人员和合同能源管理人才
，
具

有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和稳定运行的能力。

（四）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

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

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

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五）用能企业对从节能服务公司取得的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有关的资产，应与企业其他资产分开核算，并建立辅助账或明细账。

（六）节能服务公司同时从事适用不同税收政策待遇项目的，其享

受税收优惠项目应当单独计算收入、扣除，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

用；没有单独计算的，不得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三、本通知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财税[2010]110号；2010年12月30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

一、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

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本通知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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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
请遵照执行。

（财税[2011]4号；2011年1月27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提前退休取得补贴收入个人所得税

问题的公告

一、机关、企事业单位对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办理提前退休

手续的个人，按照统一标准向提前退休工作人员支付一次性补贴，不属

于免税的离退休工资收入，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

得税。

二、个人因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

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之间所属月份平均分摊计算个人所得

税。计税公式：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

龄的实际月份数）-费用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提前办

理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月份数

三、本公告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6号；2011年1月17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伴生金有关增值税问题的

公告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黄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2]142号）第一条所称伴生金，是指黄金矿砂以外的其他矿产品、冶

炼中间产品和其他可以提炼黄金的原料中所伴生的黄金。

纳税人销售含有伴生金的货物并申请伴生金免征增值税的，应当

出具伴生金含量的有效证明，分别核算伴生金和其他成分的销售额。

本公告自2011年2月1日起执行。此前执行与本公告不一致的，按照

本公告的规定调整。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8号；2011年1月24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补充规定

的公告

一、关于企业为月工资收入低于费用扣除标准的职工缴存企业年金

的征税问题

（一）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部分计入职工个人账户时，当月个人工

资薪金所得与计入个人年金账户的企业缴费之和未超过个人所得税费

用扣除标准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但加

上计入个人年金账户的企业缴费后超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其

超过部分按照《通知》第二条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关于以前年度企业缴费部分未扣缴税款的计算补税问题

《通知》第五条规定的企业缴费部分以前年度未扣缴税款的，按

以下规定计算税款：

（一）将以前年度未扣缴税款的企业缴费累计额按所属纳税年度

分别计算每一职工应补缴税款，在此基础上汇总计算企业应扣缴税款

合计数。

（二）在计算应补缴税款时，首先应按照每一职工月平均工资额减

去费用扣除标准后的差额确定职工个人适用税率，然后按照《通知》第

五条规定计算个人实际应补缴税款。

1.职工月平均工资额的计算公式：

职工月平均工资额=当年企业为每一职工据以计算缴纳年金费用的

工资合计数÷企业实际缴纳年金费用的月份数

上式工资合计数不包括未计提企业年金的奖金、津补贴等。

2.职工个人应补缴税款的计算公式：

纳税年度内每一职工应补缴税款=当年企业未扣缴税款的企业缴

费合计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上式计算结果如小于0，适用税率调整为5% ，据此计算应补缴

税款。

3.企业应补扣缴个人所得税合计数计算公式：

企业应补扣缴税额=∑各纳税年度企业应补扣缴税额

各纳税年度企业应补扣缴税额=∑纳税年度内每一职工应补缴

税款。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9号；2011年1月31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代理出口货物相关税收问题的公告

一、出口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货

物，凡委托方已按现行税收政策规定计提增值税销项税额或申报缴纳

增值税的，不属于国税发[2006]102号文件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二、税务机关对属于本公告第一条列明的情形，须向委托方所在地

税务机关发函调查。委托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应及时回函。凡委托方所在

地税务机关的回函确认委托方已就上述货物计提增值税销项税额或申

报缴纳增值税的，不予征税；回函没有确认委托方就上述货物计提增

值税销项税额或申报缴纳增值税的，按国税发[2006]102号文件执行。

三、税务机关履行上述程序后，可根据出口企业的申请向出口企业

补开《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四、本公告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2006年7月1日至本公告施行前

发生的事项，可依据本公告进行调整。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2号；2011年2月12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
、
出售、置换等方式，将

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

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

让，不征收增值税。

本公告自2011年3月1日起执行。此前未作处理的，按照本公告的规

定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让企业全部产权不征收增值税问题的

批复》（国税函[2002]42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

关增值税政策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58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直播卫星有限公司转让全部产权有关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10]350号）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3号；2011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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