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营企业所得税的税额计算和减免税照顾

—《 关于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暂行规定》浅释之四

李 永 贵

一、国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国营企业所得税，是实行按年计算征收的。其应

纳所得税额，在《暂行规定》 中分为 “适用比例税率

的”和 “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的” 两种计算方法。

（一）适用比例税率的国营企业所得税税额的计

算。这种计算方法比较简单，不论纳税单位计税所得

额的大小，都按一个固定的比例征收。因此，在计算

月份、季度或年度应纳所得税额时，只要直接将计税

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得出月份、季度或年度的应纳

税额，然后从月份、季度或年度的应纳税额中，减去

以前已预交的税款，即可求出当 月、季度或年度应补

交（或退回）的税额。其计算公式是：

应纳国营企业所得税额= 计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二）适用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的国营企业所得税

税额的计算。这种计算方法比较复杂一些，由于应纳

税额是实行按年计征，超额累进税率又是随着计税所

得额的增加而逐步提高的，因而，必须把征税月份（或

季度）的所得额换算为全年所得额，才能确定适用税

率，据以计算月份或季度的应纳税额。在具 体 计 算

时，通常采用全额累进 税率计算， 再减掉速算扣除数

的简化办法。速算扣除数，是按全额累进计算的税额

与超额累进计算的税额 之差来确定的。由于每一所得

额级距和适用税率是固定的，所以 速算扣除数也是一

个不变的常数。因此，在 《暂行规定》 的 “八级超额

累进所得税税率表” 里，每个级距的所得额和税率之

后，都附列一个 速算扣除数，以供计算时采用。应纳

税额的计算公式是：

应纳国营企业所得税额= 计税 所得额 ×适用 税率-速算

扣除数

以月份累计的计税所得额计算当月应交税额的办

法，在《 暂行规定》 中规定为： “应将月累计的计税

所得额换算出全年计税所得额，然后依照适用税率计

算出全年所得税额，再将全年所得税额乘以应纳税月

份占年度的比例，减去已经交纳的税款，即得出本月

应纳的所得税额。”依此， 计算的具体步骤是：

第一步，当月累计的计税所得额，乘以 全年相当

于当月的倍数，即得全年计税所得额。这个倍数是：

一月份为12，二月份为 6，三至十一月 份分别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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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根据全年计税所得额，选定适用税率，

按照计税公式算出全年应纳所得税额。

第三步，根据全年应纳所得税额，乘以应纳税月

份占年度的比例，得出当月累计应纳所得税额。各月

份占年度的比例是：一月份为 二月份为 三 至

十一月 份的 比 例分别为

第四步，以当月累计应 纳所得税额，扣除已交的

所得税款，即得当月应交（或应 退）的所得税额。

上述分步骤计算应纳税月份累计应纳所得税额的

办法，比较复杂。因此，在实际计算征收所得税时，

通常采用其它较为简便的办法。下面介绍一种简便的

办法：

以应纳税月份累计的 计税所得额，直接乘以选定

的适用税率（按年度占当月的 倍数换算全年计税所得

额来 确定），减掉速算扣除数，除以年度占当月份倍

数之商，即得出 当月累计应纳所得税额。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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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1 月份累计应 纳所得 税额 = 1 月份计税所

得额 ×适用税率（根据 1 月份计税所得额 ×12来选定

税率）—速算扣除数 ÷12

2月份累计应纳所得税额= 2月份累计的计税所

得额 ×适用税率（根据 2 月份累计的计税所得额 ×6

来选定税率）—速算扣除数÷ 6

3 月份至11月的累计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以此

类推。

《暂行规定》 还规定：“国营企业所得税，分为

按日、按旬、按月预交当月税款，按月、按季或半年

结算，年终汇算清交，多退少补。具体纳税期限，由

当地税务机关根据企业交税数额的大小，分别核定。”

这里应该 指出 的 是：（ 1）工交等企业在利改税之

前，上交利润是按计划在当月交纳的，这些企业在实

行利改税之后，交纳所得税也应在月内预交。（ 2）
纳税期限的确定，应按日、按旬，最长为一个月交纳

一次，以保证利改税之后国家财政 收 入 的 均衡和稳

定。（ 3）当期少交税款，应及时补交入库；多交的

税款，可以抵顶下期应交税款，经批准也可以退还。

二、国营企业所得税的减免照顾

减税免税是对纳税单位 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

殊规定，是发挥税收经济杠杆作用的重要一环，它把

税收的严肃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因此，必须

严肃对待，慎重处理，该减免的减免，不该减免的决

不轻易减免，该恢复征税的要及时恢复征收。

《暂行规定》中明确： “纳税单位遇有特殊情况，

按规定交纳所得税有困难，需要减税、免税的，由企

业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报经省、市、自

治区税务局批准，并抄送其主管部门。”贯彻执行这

个规定，必须认真掌握好以下几点：

（一）严格控制减免税范围。纳税单位由于客观

上的特殊情 况，如遇有水灾、风灾、火灾和地震等重

大自然灾害时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按规定纳税确有

困难的，经过批准才可予以减税或免税。由于企业本

身经营管理不善而 造成的困难，不 能给 予 减 税或免

税。

（二）减税、免税的期限和办法。对国营企业所

得税的减税和免税，应 采取定期减免，到期恢复征收

的办法。减免税期限要从严掌握，一般不宜过长。凡

是需要给予减税照顾的，可以采取减额的办法， 也可

以按应征税款减成征收。

（三）减税免税的审批程序和权限。确实需要给

予减税、免税照顾的，应由企业提出申请，经当地税

务机关核实，依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和税收管理权限，

办理批准手续。审批权限要适当集中，不 宜层 层 下

放，以保证减免税政策的统一性。

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 利 改 税 试行办法》 中规

定，对纳税单位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 “达

不到国家核定的留利，差额较大的，可在一定期限内

适当减征所得税”。这个规定，是在国营企业实行利

改税初期，对个别纳税单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照顾措

施。绝不能以为只要企业留利不足，就可以长期实行

减税。只能是在核定企业合理留利时，凡征收所得税

后的利润，不足企业留利而差额又较大的，可由企业

或企业主管部门提出，经同级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共

同审查，然后核定减征所得税。减征所得税的最高额

度，应按保证企业合理留利数掌握。可根据企业的不

同情况，减征所得税一般定为一年、二年， 最长不得

超过三年。减征 可以采取减额的办法，对大中型企业

还可以采取减率的办法。为了保证国家在企业增长利

润中得大头，凡是减税采用减率办法的，其超过核定

的基数增长利润部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计

算交纳国营企业所得税。  （未完，待续）

重
庆
市
召

开
工

交

企
业

增
盈
工

作
会
议

重
庆
市
经
委
、

财
政
局
、
税

务
局
最

近
联
合
召
开
了
市
属
工
交
企
业
增
盈
工
作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有
九
十
八
户
重
点
盈

利
企
业
的
厂
长
和
财
务

负
责
人
。
市
委
、

市
政
府
的
领
导
同
志

参
加

了

会
议
，
并

讲

了
话

。
会
议
总
结
交
流
了

挖
掘
潜
力
、
增
加

盈
利
的
经
验
。
与

会

同

志

通
过
座
谈
讨

论

，
认
真
算
帐
，
深
挖
内
部
潜
力
，
制
订

了
增
产
增
收
、

增
收
节
支
措
施
，
重

新
落

实
了
今
年
的
增
盈
规
划
。
这
次
会

议
落
实

的
增
盈
规
划
，
同
各
企
业
原

来
编
制
的
年

度
计
划
相
比
，
工

业
总
产
值
增
长
百
分
之

十
，
实
现
利
润
增
长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
上

交
利
润

增
长
百
分
之
二
十
一
。

（
邓

启
鹏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营企业所得税的税额计算和减免税照顾—《关于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暂行规定》浅释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