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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比
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从而减
轻其税收负担。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家利用税收调节经济的具体手段，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
策、可以扶持某些特殊地区、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下面由小编为大家整理一下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哪些。

    1、减税。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减除纳税义务人一部分应纳税款。减税是对某些
纳税人、征税对象进行扶持、鼓励或照顾，以减轻其税收负担的一种特殊规定。与免税一
样，它也是税收的严肃性与灵活性结合制定的政策措施，是普遍采取的税收优惠方式。由
于减税与免税在税法中经常结合使用，人们习惯上统称为减免税。减税一般分为法定减税
、特定减税和临时减税。

    2、免税。免税指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政策，给某些纳税人或征税对象的
一种鼓励或特殊照顾。免税是免征全部税款。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情况千差万别。可能因
为国家经济政策的要求，需要对某些行业、企业或产品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一
般分为法定免税、特定免税和临时免税三种方式。

    3、延期纳税。延期纳税也称“税负延迟缴纳”，是允许纳税人对那些合乎规定的税
收，延迟缴纳或分期缴纳其应负担的税额。税收支出是指政府出于引导、扶持某些经济活
动，刺激投资意愿或补助某些财务困难的集团而制定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其目的不在于取
得收入，而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放弃一些税收。

    4、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中，对我国报关出口的货物退还



在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转环节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即出口环节免税且退还
以前纳税环节的已纳税款。作为国际通行惯例，出口退税可以使出口货物的整体税负归零
，有效避免国际双重课税。一般分为两种：一是退还进口税，即出口产品企业用进口原料
或半成品，加工制成产品出口时，退还其已纳的进口税；二是退还已纳的国内税款，即企
业在商品报关出口时，退还其生产该商品已纳的国内税金。出口退税，有利于增强本国商
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5、再投资退税。再投资退税是指吸引外来投资的一项税收优惠措施。现已为世界
许多利用外资的国家所采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外商将所获税后利润再投资于本合资企业或中国境内的其他合资企业，以及用来与中国
的公司、企业举办新的合资企业，期限不少于五年，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再投资部分可
退还40%(不包括已纳地方所得税)。外国合营者将再投资退还的税款汇出国外，不再缴纳1
0%的汇出所得税。

    6、即征即退。即对按税法规定缴纳的税款，由税务机关在征税时部分或全部退还
纳税人。与出口退税先征后退、投资退税一并属于退税的范畴，其实质是一种特殊方式的
免税和减税规定。目前，中国采取即征即退政策仅限于缴纳增值税的个别纳税人。

    7、先征后返。先征后返又称“先征后退”，是指对按税法规定缴纳的税款，由税务
机关征收入库后，再由税务机关或财政部门按规定的程序给予部分或全部退税或返还已纳
税款的一种税收优惠，属退税范畴，其实质是一种特定方式的免税或减免规定。目前，中
国采取先征后返的办法主要适用于缴纳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8、税收抵免。税收抵免指的是允许纳税人从其某种合乎奖励规定的支出中，以一
定比率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以减轻其税负。最主要的税收抵免有两种形式：投资抵免（
投资津贴）和国外税收抵免。

    9、加计扣除。是对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和企
业安置残疾人员及其他国家鼓励安置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发生数
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数额的一种税收优惠措施
。例如，假定税法规定研发费用可实行70%加计扣除政策，那么如果企业当年开发新产品
研发费用实际支出为100元，就可按170元(100×170%)数额在税前进行扣除，以体现鼓励
研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实际支出的金额，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可以按高于实际
支出的金额来计算。因为企业所得税是以利润为基数计算的，而利润=收入-
支出，如果允许多列支出，那么企业所得税就会减少。

    10、加速折旧。加速折旧是指政府为鼓励特定行业或部门的投资，允许纳税人在
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以提前收回投资。由于累计折旧不能超过固定资
产的可折旧额，前期提取较多的折旧必然导致后期所能提取的折旧额相应减少，又由于折
旧是企业的一项费用，它与企业应税所得的大小及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大小成反比，所以
加速折旧从量上并不能减轻纳税人的税负，它所起的效果是使企业的纳税时间向后推延。
这一点类似于延期纳税。对于纳税人而言，尽管其总税负未变，但推迟纳税的结果是相当



于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笔无息贷款。

    11、减计收入。减计收入是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
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
收入，减按90%计人收入总额。

    12、投资抵免。是指对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创业投资的投资额和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一定比例抵免应纳税所得额。

    13、起征点。又称“征税起点”或“起征点”，是指税法规定对课税对象开始征
税的最低界限，收入未达到起征点的低收入者不纳税，收入超过起征点的高收入者按全部
课税对象纳税。

    14、免征额。免征额亦称“免税点”。税法规定课税对象中免予征税的数额。无
论课税对象的数额大小，免征额的部分都不征税，仅就其余部分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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