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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单位价值。

固定资产购进时点按以下原则确认：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

定资产，除采取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外，按发票开具时间

确认；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的固定资产，按固定资产到

货时间确认；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竣工结算时间确认。

2.固定资产在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所属年度一次性税前扣

除。

3.企业选择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的，其资产的税务处

理可与会计处理不一致。

4.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核算需要，可自行选择享受一次

性税前扣除政策。未选择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的，以后年

度不得再变更。

5.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的规定办理享受政策的相关手续，主要留存备查资

料如下：

（1）有关固定资产购进时点的资料（如以货币形式购进固

定资产的发票，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固定资产的到货时

间说明，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竣工决算情况说明等）；

（2）固定资产记账凭证；

（3）核算有关资产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差异的台账。

6.单位价值超过 500 万元的固定资产，仍按照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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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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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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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8 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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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

限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37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

策执行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46 号）

【政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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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业 2021 年 12 月购入了一套生产设备并投入使用，价

值 300 万元，使用年限为 5 年，无残值，2022 年 1 月起在会计

处理时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年折旧额 60 万元。根据相关规定，

A企业购入的该套设备金额可一次性计入2022年度成本费用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8.符合条件的缴纳义务人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

【享受主体】

符合减免条件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

【优惠内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 1%（含）以上，但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50%缴纳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 1%以下

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在职职工

人数在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继续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享受条件】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计算公式：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年缴纳

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的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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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或当

地社平工资的 2 倍，取低值)。

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应当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由派遣单位

和接受单位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协商一致后，将残疾人数计入

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不得重

复计算。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申报时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1.《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98 号）

2.《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政策的公

告》（2023 年第 8 号）

【政策案例】

例 1：北京一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为 500 人，年平均工

资 10 万元，由残联部门审核实际安置了 2 名残疾人就业。企业

安置残疾人的比例为 2÷500×100%=0.4%<1%，按 90%比例缴纳

残保金为（500×1.5%-2）×10×90%=49.5 万元。若该企业安

置 5 名残疾人就业，则比例为 5÷500×100%=1%，可按 50%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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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残保金为（500×1.5%-2）×10×50%=12.5 万元。

例 2：北京一企业在职职工人数为 30 人，年平均工资 15

万元，未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可享受免征残保金政策。

9.符合条件的缴纳义务人减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缴纳义务人

【优惠内容】

对归属中央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缴纳义务人应缴

费额的 50%减征；对归属地方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各省（区、

市）财政、党委宣传部门可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宣传思

想文化事业发展等因素，在应缴费额 50%的幅度内减征。

【享受条件】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归属中央收

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缴纳义务人应缴费额的 50%减征；

对归属地方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各省（区、市）财政、党

委宣传部门可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

展等因素，在应缴费额 50%的幅度内减征。各省（区、市）财

政、党委宣传部门应当将本地区制定的减征政策文件抄送财政

部、中共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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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申报时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9〕46 号）

【政策案例】

一广告公司 2022 年文化事业建设费应缴费额为 2 万元。享

受减半征收政策后，实际应补（退）费额为 2×50%=1 万元。

10.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政策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优惠内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按季纳税

6 万元）的企业和非企业性单位提供的应税服务，免征文化事

业建设费。

【享受条件】

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按季纳税 6 万元）的增值税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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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纳税人，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

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

25 号）

【政策案例】

一广告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2 年 10 月份申报 3

季度（7 月-9 月）增值税时所填季销售额为 5.5 万元，可享受

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政策。

11.符合条件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有关政府性基金政策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缴纳义务人

【优惠内容】

符合条件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水利建设基金。

【享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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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 10 万元，以及按季度纳税的季

度销售额不超过 30 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

围的通知》（财税〔2016〕12 号）

【政策案例】

一超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6 月份申报上月增值

税时所填月销售额为 8 万元，可享受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水利建设基金免征政策。

12.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享受主体】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人

【优惠内容】

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至 1%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4 年底。在省（区、市）行

政区域内，单位及个人的费率应当统一，个人费率不得超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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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费率。

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有关

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实施期限

延长至 2024 年底。

【享受条件】

1.所有失业保险缴费人均可享受。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

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有

关规定，确定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的地区范围。

【享受方式】

上述政策免于申请即可享受。

【政策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

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

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3〕19 号）

【政策案例】

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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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本

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沪人社规〔2023〕9 号），

“从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市失业保险继

续执行 1%的缴费比例，其中单位缴费比例 0.5%，个人缴费比例

0.5%。从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市一类至

八类行业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基准费率，继续在国家规定的行业

基准费率基础上下调 20%。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考核用

人单位浮动费率时，按照调整后的行业基准费率执行。”本市

甲企业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为 0.4%，该企业职工小张上年度

月平均工资为 7000 元，那么，该企业 2023 年 5 月应为小张缴

纳失业保险费为 70 元，其中单位缴费部分为：7000 元*0.5%=35

元，个人缴费部分为：7000 元*0.5%=35 元；为小张缴纳工伤保

险费为：7000 元*0.4%*80%=22.4 元。

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13.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1000万元及以下小额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

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的金融

机构

【优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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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金

融机构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适用免税：

（1）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

的，利率水平不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150%（含本数）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150%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按照

现行政策规定缴纳增值税。

（2）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

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中，不高于该笔贷款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0%（含本

数）计算的利息收入部分，免征增值税；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政

策规定缴纳增值税。

金融机构可按会计年度在以上两种方法之间选定其一作为

该年的免税适用方法，一经选定，该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享受条件】

1.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其中，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贷款发放时的实际状态确

定，营业收入指标以贷款发放前 12 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定，不

满 12 个自然月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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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

续月数×12

2.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金融机构，是

指经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批准成立的已通过监管部门上一

年度“两增两控”考核的机构，以及经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

局、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和非

银行业金融机构。“两增两控”是指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以

下（含）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有

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

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包括利率和贷款相关的银行服

务收费）水平。金融机构完成“两增两控”情况，以金融监管

总局及其派出机构考核结果为准。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

批准成立的已实现监管部门上一年度提出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长

目标的机构，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

会批准成立的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和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金融机构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长目标情况，以金融监

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考核结果为准。

3.小额贷款，是指单户授信小于 1000 万元（含本数）的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信额度的，是指

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 1000 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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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单独核算符

合免税条件的小额贷款利息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金融机构应依法依规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一经发现存在

虚报或造假骗取本项税收优惠情形的，停止享受上述有关增值

税优惠政策。

金融机构应持续跟踪贷款投向，确保贷款资金真正流向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的实际使用主体与申请

主体一致。

【享受方式】

1.享受方式：纳税人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填写申报

表相应减免税栏次。

2.办理渠道：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

理。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91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

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

限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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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6 号）

5.《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

【政策案例】

A 银行是一家通过 2022 年度监管部门“两增两控”考核的

机构。2023 年第 3 季度，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为 3.55%，A 银行累计向 5 户小微企业发

放 5 笔 1000 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其中：3 笔年利率为 6%，第

3 季度确认利息收入 36 万元（不含税，下同），2 笔年利率为

3%，第 3 季度确认利息收入 12 万元。10 月份，A 银行在进行纳

税申报时，可按会计年度在规定的两种方法之间选定其中一种

作为该年的免税适用方法，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免税适用方

法一经选定，该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方法一：A 银行 3 笔 6%利率【超过 LPR150%（5.325%=3.55%

×150%）】的小额贷款利息收入不适用免征增值税优惠，应按

照 6%税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2.16 万元（=36×6%）。2 笔 3%

利率【未超过 LPR150%（5.325%=3.55%×150%）】的小额贷款

利息收入可以按规定免征增值税。

方法二：A 银行 3 笔 6%利率的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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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于该笔贷款按照 LPR150%计算的利息收入部分（31.95=36

×5.325%÷6%），可以按规定免征增值税；高于该笔贷款按照

LPR150%计算的利息收入部分（4.05=36-31.95），不能享受免

税优惠，应按照 6%税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0.243 万元（=4.05

×6%）。2 笔 3%利率的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均不高于该

笔贷款按照 LPR150%计算的利息收入，可以按规定免征增值税。

14.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100 万元及以下小额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

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的金融

机构

【优惠内容】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1.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其中，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贷款发放时的实际状态确

定，营业收入指标以贷款发放前 12 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定，不

满 12 个自然月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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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

续月数×12

2.小额贷款，是指单户授信小于 100 万元（含本数）的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信额度的，是指

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 100 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

款。

3.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单独核算符

合免税条件的小额贷款利息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享受方式】

1.享受方式：纳税人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填写申报

表相应减免税栏次。

2.办理渠道：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

理。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7〕77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2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

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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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

【政策案例】

2024 年第 1 季度，假设 A 银行向 30 户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发放的单笔额度 100 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共计 300 万元（不含税收入）。4 月份纳税申报时，A 银行取得

的 300 万元利息收入可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15.为农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担保及再担

保业务免征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

为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借款、发行债

券提供融资担保以及为上述融资担保（以下称“原担保”）提

供再担保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纳税人为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及个体工商户借款、发行债券提供融资担保取得的担保费收

入，以及为原担保提供再担保取得的再担保费收入，免征增值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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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条件】

1.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

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

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

户，国有农场的职工。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

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

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

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户以

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业

生产经营。农户担保、再担保的判定应以原担保生效时的被担

保人是否属于农户为准。

2.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其中，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原担保生效时的实际状态

确定；营业收入指标以原担保生效前 12 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

定，不满 12 个自然月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

续月数×12

3.再担保合同对应多个原担保合同的，原担保合同应全部

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否则，再担保合同应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享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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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享受方式：纳税人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填写申报

表相应减免税栏次。

2.办理渠道：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

理。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90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2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执行农户、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融资担保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8 号）

4.《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

【政策案例】

2024 年 1 月，假设 A 公司为 10 户农户、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借款、发行债券提供融资担保取得的担保费

收入 10 万元（不含税收入）。2 月份纳税申报时，A 公司取得

的 10 万元担保费收入可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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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金融机构农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

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

【优惠内容】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对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取

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1.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

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

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

户，国有农场的职工。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

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

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

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户以

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业

生产经营。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的借款人是否属于

农户为准。

2.小额贷款，是指单户授信小于 100 万元（含本数）的农

户贷款；没有授信额度的，是指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

在 100 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3.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单独核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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