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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
○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
发〔2009〕79号）

○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是指纳税人自纳税年
度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或实际经营终止之日
起60日内，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有关企业所得税的规定，自行计算本纳
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所得税额，根据
月度或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数额，确定该
纳税年度应补或者应退税额，并填写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提供税务机关要
求提供的有关资料、结清全年企业所得税税
款的行为。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年度终了之日起5

个月内，进行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

企业所得税税款。即纳税人应在2024年

5月31日前完成2023年度的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并结清应缴应退企业所得税

税款。

一般企业 终止经营企业

      纳税人在年度中间发生解散、破产、撤销等

终止生产经营情形，需进行企业所得税清笪的。

应在清算前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并自实际经营终

止之日起60日内进行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

企业所得税款;纳税人有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

义务的，应当自停止生产、经营之日起60日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间要求

温馨提示：
      纳税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在汇算清缴期内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或备
齐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资料的，应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申
请办理延期纳税申报。



      为进一步帮助纳税人提

高申报质量，减少纳税风险，

汇算清缴期间，我们继续为

纳税人提供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

建议您尽早完成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申报，为补正资料、

更正申报预留充足的时间。

尽早完成申报优
享风险提示服务

      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
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超过
汇算清缴应纳税款的，纳
税人应及时申请退税。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申报成功后，如果纳税人
存在多缴税款的，建议您
通过电子税务局【汇算清
缴结算多缴退抵税]模块及
时办理退税，进一步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及时申请退税
快享退税红利

      为进一步提升纳税人
汇算清缴申报质量，丰富
申报预填等填报“辅助式”
服务，我们提供了基于财
务报表申报数据的智能预
填服务。建议您在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申报前，提
前准确申报财务报表，以
便更好地享受智能办税体
验。

提前申报财务报
表尽享智能办税

体验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提示关注事项

      在汇算清缴期内，纳
税人如发现企业所得税年
度申报有误的，应及时通
过电子税务局或到主管税
务机关进行更正申报，对
涉及补缴税款的不加收滞
纳金。在汇算清缴期后，
纳税人如发现企业所得税
年度申报有误，更正后需
要补缴税款的，应自汇算
清缴期后起按日加收滞纳
金。

及时更正申报
避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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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
• 优惠内容：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执行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 政策依据：
1.《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3号）
2.《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3.《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12号）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 优惠内容：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

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 

• 政策依据：
1.《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
2.《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2023年第11号）

税收优惠
政策



三、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 优惠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

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

最高可上浮5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

• 政策依据：
《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
告2023年第14号）

四、企业招用重点群体
• 优惠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

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

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

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 政策依据：
《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
村部公告2023年第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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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3年企业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是否有调整?
答:（1）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第
一条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
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
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
槹（2）根据《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3年第44号）第一条的规定，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
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23年1月1日至2027
年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20%在税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20%在税前摊销。

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的研发费用包括哪些？
 答:具体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

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等费用，其中，其他相关费用采取限额扣除的方式。

《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采取正列举形式，对上述费用中可加

计扣除的具体费用进行了明确。比如：人员人工费用包括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

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需要说明的

是，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不属于人员人工费用，应按《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

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的规定列入其他相关费用，并采取限额扣除的方式。   



 3. 现行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内容是什么?    
答: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槹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
12号）文件，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7年12月31日。

 4. 企业同时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小型微利企业两个优惠政策的条件，是否可以同时享受?
     答:根据《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9号）第二条规定，《关于实施企业
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第三条所称不得叠加享受，且一经选择，不得改变的税收优
惠情形，限于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与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定期减免税和减低税率类的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各项税收优惠，凡企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同时享受。因此，如果企业同时
符合研发费加计扣除与小型微利企业优惠的条件，可以按规定同时享受。

 5. 企业所得税有可退税额是否可以不申请退税，申请抵减税额?
答:自2021年度汇算清缴起，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超过汇算清缴应纳税款的，纳税人应及
时申请退税，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办理退税，不再抵缴其下一年度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6. 企业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加计抵减部分的增值税是不是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答: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加计抵减的，增值税需要并入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7. 企业2023年新购进的器具、设备，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如何扣除?
 答: 根据《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4号）、《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
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以及《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7号）文件有关规定，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
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
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仍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75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
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上述所称设备、器具，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8. 为员工报销的医药费能否计入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
答:按照《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第三条第（二）项规定，

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可以作为职工福利费按照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已实行医疗统筹(包括基

本医疗保险费）的企业，其为员工报销的医药费不属于国税函〔2009〕3号第三条规定的职工福利费，不得作

为职工福利费支出从税前扣除。

 9. 企业为宣传本企业的产品或服务，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宣传，第三方平台公司收取的开票内容
为信息推广服务费的支出，是作为信息服务费全额扣除，还是作为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限额扣除?
答:一般情况下，企业为宣传本企业的产品、服务或形象发生的支出属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企业通过第

三方平台宣传本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虽然发票载明的内容为信息服务费，但由于实际是企业为了宣传本企业的产

品或服务而发生的支出，因此应作为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在规定的比例内税前扣除。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