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公司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恒安永道

产品名称 注册公司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恒安永道

公司名称 恒安永道财务管理（西安）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公田五路999号招商依云1
4幢21906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279280938 13279280938

产品详情

注册公司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恒安永道 想注册个公司或者是自己开个店铺创业当老板，很多人也在思考了
到底是注册个公司，还是注册个个体户更好呢？
通过对比公司和个体户之间的优劣性，建议大家注册时选择公司，具体的原因今天就一次性说个明白！
1、法人资格 个体户不具备法人资格，公司具备法人资格。
个体户是无限连带责任法律，有限责任公司是有限连带责任的。 个体户一般是税务机关根据其所在位置
、规模、员工人数、销售商品按估算的销售额予以定税.不论当月的收入多少，有无收入都要按定税金额
来交税。
公司则要求企业自己申报的收入来交税，小规模纳税人季度收入不超过30万元可以享受免税优惠政策。
个体户可以定额征收税，缴纳个人所得税等。 公司征税按实际收入征收，缴纳税、企业所得税等。
关于个体户的几个误区 《个体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凡从事生产、经营并有固定生产、
经营场所的个体户，都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设置、使用和保管账簿及凭证，并根据
合法、有效凭证记账核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免征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7年第52号）只要是小规模纳税人，不管是个体户还是公司都能享受月收入不超过10万元、季
度收入不超过30万元免交税。 根据《个体户条例》第十四条“个体户应当在每年规定的时间内向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年度验照”，第二十三条“个体户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办理年度验照的，由登记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吊销营业执照。” 凡是经营范围涉及前置或后置审批的，个体户和公司一样都
需要办理审批，而且根据《个体户条例》第二十二条“个体户登记事项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
记机关责令改正，处1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个体户若有变更事项也和公司
一样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 很多个体户是自给自足的自由职业者，那么就意味着部门不会抽查吗? 很明
确的告诉你，当然不是！不仅会被查，而且还会被严查！因为不少个体户办了营业执照后，在两证整合
之前，不及时办理税务登记证，也没有办相关的经营许可证；或是发生变更后没有到部门申请变更备案
；或是因为经营期间的卫生、环境、消防等问题没有做好维护，存有风险或被周边住户举报。 个体户的
经营者，不能像公司那样可以转让，根据《个体户条例》第十条“个体户变更经营者的，应当在办理注
销登记后，由新的经营者重新申请办理注册登记。” 一个个体户只能有一个经营场所，一个人只能注册
一家个体户。公司不仅能成立分公司、子公司还能成立企业集团。 个体户的经营都是以个人为经营者且
承担无限法律责任，况且个体户没有股份之说，没人愿意合伙、投资一个个体户。 现在做生意、谈合作
、签合同等都是在公司与公司之间开展，淘宝、微信等互联网平台都在支持公司制商户。相对公司而言
，个体户的存在感会越来越弱。 况且注册公司都实行认缴制了，办理公司可能在某些手续麻烦一些，但



基本花上几百元就可以外包给专业人士代理，相对公司而言个体户的存在感会越来越弱。所以才建议大
家选择注册成公司。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选择公司比个体户对业务的持续经营等各方面更好一下，那么
我们注册公司，选择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很多新创业者很纠结，请看如下建议！
小规模和一般纳税人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按价款部分计入成本，税款部分计入“应交税金-应交税-
进项税额”账户 注：因疫情影响，2020年年底前，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优惠为1%
注册公司是选择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很多新创业者很纠结，请看如下建议： 如果公司投资规
模大，年销售收入很快就会超过500万元，建议直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如果估计公司月销售额在10万元
以下，建议选择小规模纳税人，从2019年1月1日起，将享受税免征政策。 如果你的购买方预计未来主要
是大客户，很可能他们不会接受3%征收率的税专用，这样建议直接认定一般纳税人，否则选择小规模纳
税人。 如果你的公司成本费用构成取得税专用占比高，进项税额抵扣充分，通过测算估计税税负低于3%
，建议选择认定一般纳税人，否则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如果是16%税率的行业，且为轻资产行业。这类
行业一般税税负较高，建议选择小规模纳税人，否则选择一般纳税人。 看你所在行业能否销售税优惠政
策。比如软件企业税超税负返还等税优惠政策，如果能享受，建议选择一般纳税人，否则选择小规模纳
税人。
1）原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但是一般纳税人不得转换成小规模纳税人。 2）新
规定：我国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并在
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计税
的优惠。 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018年度不适用，即2019年1-5月对2018年度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不适用。 1）具体政策 对小型微利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2）引入超额累进计算方法，与以前计算方法不一样。 政策调整前，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实
际税负为10%。 此次调整引入超额累进计税办法，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按
应纳税所得额分为两段计算，一是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并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为5%（25%×20%）； 二是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
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
税负10%（50%×20%）。 如果其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符合条件，年应纳税所得额为80万元的企业，不考
虑其他情况，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其仅需缴纳企业所得税4万（80×25%×20%=4万），
此前即使在小型微利企业范围之内，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需
缴纳企业所得税8万元（80×50%×20%=8万），所得税负担大幅减轻。 如果其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符合
条件，年应纳税所得额为240万元的企业，不考虑其他情况，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其仅
需缴纳企业所得税19万（100×25%×20%+（240-100）×50%×20%=5+14=19万），此前不在小型微利企
业范围之内，需要按25%的法定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60万元（240×25%=60万），所得税负担大幅减轻。
如果其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符合条件，不考虑其他情况： （1）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0万元的企业，则其
仅需缴纳企业所得税25万元（100*25%*20%+200*50%*20%=25万元） （2）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0.01万元
的企业，则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其需缴纳企业所得税75.0025万元（300.01*25%=75.0025万元）
提醒：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0.01万元比300万元，多缴纳企业50.0025万元，该0.01万元的代价很高哦！
三、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1）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四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某企业从事
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从业人数310人、资产总额4000万元，由于从业人
数超过300人，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 提醒1：政策中的“不超过”包括等于，比如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300万元，包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的情形。
提醒2：政策调整前，小型微利企业标准为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调整后不分，所有的企业一个标准。 
提醒3：一般纳税人也有可能是小型微利企业，一般纳税人标准为连续12个月或者连续4个季度累计应征
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小型微利企业的指标、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两者不同指标标准
。 2）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所称从业人数
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1）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 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小型微利企业的资产总额、从业人数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指标，暂按当年度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其中，资产总额、从业
人数指标比照《通知》第二条中“全年季度平均值”的计算公式，计算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的季度平
均值；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指标暂按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不超过300万元的标准判断。 提醒：暂按当年
度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不管以前年度是否属于小型微利企业，会大大减少预缴税款
。 2）原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在年度中间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按本公告第三条规定判断符
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应按照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累计情况计算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当年度此前期间因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而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企业
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按月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在当年度4月、7月、10月预缴申报时，如果按照本
公告第三条规定判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下一个预缴申报期起调整为按季度预缴申报，一经调整
，当年度内不再变更。 3）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相关内
容，即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1）通过“按季度填报信息”判断是否满足小型微利企业
的条件（无论按查账征收方式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 2）查账征收企业申报填写
先填写《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 201030）第1行 “填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减
免企业所得税的金额”。本行填报根据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9行计算的减免
企业所得税的本年累计金额。” 申报表将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的金
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12行“减免所得税
额”：填报纳税人截至税款所属期末，按照税收规定享受的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本年累计金额。 如果其从
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符合条件，第1-3季度实际利润额为240万元的企业，其仅需缴纳企业所得税19万（100
×25%×20%+（240-100）×50%×20%=5+14=19万）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
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9行“实际利润额 
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 填报：240万元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10行“税率（25%）”填报：25%；
（3）《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 201030）第1行 “填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减
免企业所得税的金额”填报：41万（240×25%-19万）； （4）不考虑其他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12行“减免所得税额”填报：41万。
3）核定征收企业申报填写 直接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b
类，2018年版）》（b100000）第12-15行： 第12行“应纳税所得额”：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核定
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收入总额的）”的纳税人，本行＝第10×11行。核定征收方式
选择“核定应税所得率（能核算成本费用总额的）”的纳税人，本行＝第10行÷（1-第11行）×第11行
。 第13行“税率”：填报25%。
第14行“应纳所得税额”：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本行＝第12×13行。 第15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
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报纳税人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的金额。
本行填报根据本表第12行计算的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本年累计金额。
1）小型微利企业无论按查账征收方式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均可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2）小
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相关内容，即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减免政策。不需要单独备案。 3）实行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征收的企业，根据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
免政策规定需要调减定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程序调整，并及时将调整情况告知企业。 4）企业预
缴企业所得税时已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不符合《通知》第二条规
定的，应当按照规定补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小规模和一般纳税人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4）不考虑其他
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第12行“减免所得税
额”填报：41万。 注册公司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恒安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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