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人在次月七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特定行

业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可以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的方式

计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的税款，按年计算，分月预缴，

由纳税义务人在次月七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汇算清缴，多

退少补。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应纳的税款，按年计算，

由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三十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

税申报表。纳税义务人在一年内分次取得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

应当在取得每次取得后的七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汇算清

缴，多退少补。
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年度终了后三十日

内，将应纳的税款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
第十条  各项所得的计算，以人民币为单位。所得为外国货币的，

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机关规定的外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缴纳税款。
第十一条  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百分之二的手

续费。
第十二条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开征时间和征

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
第十五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注：本表所称全月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以每月收入额

减除费用一千六百元后的余额或者减除附加减除费用后的余额。）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二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

经营所得适用）

（注：本表所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以每-纳税年

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

法规介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通知

国资发分配[2005]250 号

各中央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国资监管机构、劳动保障厅（局）、国土资源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

人员工作，根据《印发< 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

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经贸企改[2002]859 号，以下简

称 859 号文件）及有关配套文件，结合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实际，现

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资产处置问题

（一）根据《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产权

[2004]268 号）的规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

经国资监管机构及相关部门确定列入主辅分离 、辅业改制范围企业的

资产处置，按照 859号文件及有关配套文件的规定执行。对于改制企

业国有净资产按规定进行各项支付和预留的剩余部分，采取向改制企

业的员工或外部投资者出售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具体交易方

式可由所出资企业或其主管部门（单位）决定。具备条件的辅业企业，

应尽可能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交易。

（二）根据《关于中央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资产

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4]9号）的有关规定，中央企业所

属辅业改制企业可用国有净资产进行支付和预留的有关费用如下：
1、为移交社会保障机构管理的退休人员和改制企业职工支付和

预留的费用。主要包括辅业单位改制时因参加医疗保险向当地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一次性缴纳的改制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费，符合省级政

府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由企业为退休人员支付的统筹项目外养老金，

以及未列入改制企业负债的欠缴职工社会保险费等。
2、内部退养职工有关费用。主要包括预留的生活费、社会保险费

及住房公积金等。
内部退养职工生活费预留标准由企业根据有关规定确定，最高不

超过按所在省（区 、市）计算正常退休养老金的办法核定的数额；内部

退养职工社会保险费预留标准根据内部退养人员退养前 12 个月平均

工资乘以规定的缴费比例为基数一次核定，其中社会保险包括养老、

失业、医疗 、工伤、生育五项基本保险；内部退养职工住房公积金预留

标准按照内部退养职工退养前企业实际月缴纳额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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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内部退养职工按以上规定预留的费

用全额冲减国有权益；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内部退养的职工按以上

规定最多可预留 5 年的相关费用并冲减国有权益，其余费用由原主体

企业按规定列支。
二、关于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劳动关系处理问题

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改制分流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要

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

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的通知》（劳社部发[2003]21 号，以下简称 21

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或

劳动合同的约定 ， 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包括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等。计发经济补偿金的

职工月平均工资是指职工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前 12 个月实发工资的平

均数。计发经济补偿金的企业月平均工资应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的

工资统计口径计算。

企业月平均工资超过改制企业所在市（地）职工平均工资两倍的，

原则上按不高于两倍的标准确定。
三、关于改制企业管理层持股问题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企业管理层参与改制的，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应按照 21 号文件标准执行。辅业改制单位净资产进行

各项支付和预留后的剩余部分向参与改制的管理层转让的，管理层不

得参与资产转让方案的制订以及与此相关的清产核资 、财务审计、资

产评估及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不得以各种名义低价出售 、无偿转让

量化国有资产；管理层应当与其他拟受让方平等竞买，并提供其受让

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明，不得向改制企业及主体国有企业借款，不得以

这些企业的资产为管理层融资提供保证、抵押、质押、贴现等；管理层

要取得改制企业绝对控股权的，国有产权转让应进入国有资产管理机

构选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并在公开国有产权转让信息时对有

关事项进行详尽披露。主体企业要加强对企业资产转让中涉及管理

层受让相关事项的审查，认真履行有关职责，切实维护出资人及职工

的合法权益。

四 、关于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有关

问题

企业按照 859 号文件有关规定实施主辅分离的，根据原主体企业

与改制企业双方的分离方案和实际用地情况，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批准，可将原划拨土地使用权分割后分别确定给主体企业和辅业

企业以划拨方式使用。企业改制时，只要改制后的土地用途符合《划拨

用地目录》，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仍以划拨方式使用；不

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应依法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划拨土地使

用权价格可以根据《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

办法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44 号）的有关规定，经有土地估价资质

的中介机构评估确定后，作为土地使用者的权益。
五、关于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退休人员的管理问题

辅业改制时，要按照《关于转发劳动保障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中办发[2003]16

号）要求，将企业退休人员移交街道社区或社保机构实行社会化管理。
退休人员在移交社会化管理前，原则上继续由原主体企业管理，也可

由原主体企业与改制企业协商具体管理方式，原主体企业要按照有关

规定，落实所需经费，做好相关工作。
六、关于改制企业党的组织关系隶属问题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要按照《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

党组织设置和领导关系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组发[1998]9 号）精神，

本着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有利于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中党的建

设的原则，适时调整辅业企业党组织的隶属关系。改制辅业企业与原

主体企业分离后，其党组织原则上应当移交企业所在地党组织管理。
原主体企业党组织要主动与辅业企业所在地党组织沟通、联系，通过

认真协商，妥善做好改制企业党组织关系移交工作。辅业企业更名或

重新设立党组织，应当向企业所在地党组织提出申请，有关部门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审批手续。
七 、关于主辅分离改制分流实施结果备案问题

各中央企业在将改制分流方案实施结果报有关部门的同时，须将

下列内容报送国资委备案：

（一）改制企业的资产处置情况，包括资产清查结果、资产评估报

告的核准文件或备案表、资产处置结果等。资产评估备案按照《关于委

托中央企业对部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项目进行资产评估备案管理的

通知》（国资产权[2005]193 号）执行。
（二）职工安置结果，包括改制企业人员分流安置情况，劳动关系

处理情况，经济补偿金支付情况（包括实际支付经济补偿金标准、总额

及资金来源），社会保险关系接续情况等。
（三）预留费用说明，包括提取预留费用的人员范围，预留费用构

成内容、标准、年限、总额及预留费用的管理。
（四）企业改制后的股权结构及法人治理结构情况。对于改制企业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实施方案、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实施主辅分离改制

分流的决议、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书等，由各中央企业

集团公司（总公司）进行备案管理。
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总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对主辅分离辅业改

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改革意识，发挥主导作用，规范改制工作。在

具体实施操作过程中要严格按照 859 号文及有关配套文件的要求，认

真组织好改制方案的审核 、实施，严格执行和落实资产处置、人员安置

等各项政策，切实负起责任。
2005 年 9 月 20 日

法规 介绍

财税法规政策摘登（十一则）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出口退

税负担机制调整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

一、从 2005 年 1 月 1 日（以审批退税日期为准，下同）起，各地区出

口货物退增值税（含出口货物“免、抵”增值税税额 ，下同）中属于基数

部分的退税额，继续由中央财政负担；超基数部分的退税额，由中央和

地方原按 75：25 比例分担改按 92.5：7.5 的比例分担。各地区出口退税

基数维持经国务院批准核定的数额不变。
二、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按下列方式办理：

（一）从 2005 年 9 月 1 日起，由国库退付的出口货物退增值税统一

从中央库款中退付；“免、抵”的增值税按 75：25 比例分别调增中央和

地方“免抵调增增值税”（科目编码 010151），并按“免、抵”税额调减中

央 “免抵调减增值税”（科目编码 010302），同时将免抵调增增值税的

25% 部分由中央国库划人地方国库。“免抵”调库的其他办法继续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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