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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我公司为单身员工提供宿舍，宿舍是公司租赁的一
般居民房，已取得发票，请问租房的支出能否税前扣除？

答：根据《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

企［2009］242号）第二条规定：“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
通讯待遇，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

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应当纳入职工

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尚未实行货币化改革

的，企业发生的相关支出作为职工福利费管理，但根据国家有

关企业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统一规定，不得再为职工购建住

房。”

由此可知，贵公司应根据住房是否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

来区分该支出是记入工资还是职工福利费，而不能将支出记

入成本税前扣除。

068. 我公司（发包方）与朝鲜公司（承接方）签订了一项
劳务合同，现在业务已完成，需付款。请问我公司需要对方开具

发票吗？能否凭相关合同和银行付款单据做账？由于涉及成本

扣除，税务机关对境外发票管理又有什么具体规定？

答：我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

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

取的收付款凭证。”第二十一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支付款项时，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若无法取得合法的票

据，根据财务制度要求无法入账，因此也不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列支。

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单位和个人从

中国境外取得的与纳税有关的发票或者凭证，税务机关在纳

税审查时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其提供境外公证机构或者注册

会计师的确认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可后，方可作为记账核

算的凭证。

另外，根据《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理暂

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009年第19号）第八条规定：境内机
构和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从境外取得的

与项目款项支付有关的发票和其他付款凭证，应在自取得之

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非居民项目合同款
项支付情况报告表》及付款凭证复印件。

069. 单位向职工发放了防暑降温费，请问这部分费用能
否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防暑降温费是否应计入当月工资薪

金并交纳个人所得税？

答：企业所得税方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

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的相
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的企业职工福利费，包括以下内容：“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

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

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

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

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

补贴等。”因此，职工防暑降温费属于福利费的范围。只要福利

费不超过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税前列支标准（不超过工资的

薪金总额14%），即使超过本地劳动部门发布的发放标准，也
可以据实列支。

个人所得税方面：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原则，对于发给个

人的福利，不论是现金还是实物，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目

前对于集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关于防暑降温费，有的地方税务机关规定

并入职工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也有的地方仅

针对超过当地政府标准的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

070. 我单位是一家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为扩大经营项
目，在2009年成立了一个绿化分公司从事林业种植经营，林
业种植用地全部是在农村租赁的。现在我公司将林业用地的

间隙转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种植大豆

等），请问取得的转租收入是否可按国税函［1998］82号文件免
征营业税？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土地出租征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1998］82号）规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1994］2号，以下简称
002号文件）第三条“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
业生产，免征营业税”的规定，你省（海南省）一些农村、农场将

土地承包（出租）给个人或公司用于农业生产，收取的固定承

包金（租金），可比照2号文件的规定免征营业税。
国税函［1998］82号文规定可免征营业税的是农村、农场

将土地承包（出租）给个人或公司用于农业生产，收取的固定

承包金（租金）。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从农村租赁的林业种植用

地，再将林业用地的间隙转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继续从事农

业生产，不符合上述可以享受免征营业税优惠的规定。因此，

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转租林业用地的间隙，收取的租金收入应

按5%缴纳营业税。

071. A公司向B公司购买几套空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价税合计是10 000元，节能惠民补贴是1 000元，实际支付给B
公司的货款是9 000元，那么A公司的分录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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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节能惠民补贴是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

的旨在推进节能减排的战略，指通过财政补贴方式对能效等

级1级或2级以上的十大类高效节能产品进行推广应用。一般
做法是，消费者购买节能产品后，国家通过厂家再给予消费者

一定程度的补贴。因此在会计核算上，企业应该按照增值税发

票上的金额扣除增值税进项后做固定资产入账，按照实际收

到的补贴1 000元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
具体会计处理如下：借：固定资产8 547元（10 000/1.1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 453元；贷：银行存款
10 000元。借：银行存款1 000元；贷：营业外收入1 000元。

072.我公司支付航天信息公司2013年服务费一共500元，收
了两张发票。一张400元的发票开的是防伪税控技术服务费，
另一张100元的发票开的是技术服务费，都可以抵减增值税
吗？能抵减多少？

答：根据《关于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

抵减增值税税额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15号）第二条
规定：增值税纳税人2011年12月1日以后缴纳的技术维护费
（不含补缴的2011年11月30日以前的技术维护费），可凭技术
维护服务单位开具的技术维护费发票，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

全额抵减，不足抵减的可结转下期继续抵减。技术维护费按照

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因此，上述400元的防伪税控技术服务费发票可按照规定
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

073. A企业分立为A企业（分立后名称不变）和B企业，A
企业的股东继续等比例持有A和B企业股份（假设A和B企业
均不是国有企业）。两家企业的工商变更目前均做完，即A企
业减少注册资本100万元，新设立的B企业注册资本100万。

A企业将部分账上资产、负债转给B企业，会计处理是：
借：实收资本100万；贷：固定资产、现金、往来款等100万。B企
业会计处理是：借：固定资产、现金、往来款等 100万；贷：实收
资本100万。
问题：淤对于A企业分立行为，是否应当做资产评估？在

会计处理上A和B企业均按照账面价值处理是不是合适，还是
需要按照评估价值做账？于按照财税［2009］59号文件的规定，
以上企业分立行为是否涉及所得税的交纳？

答：（1）对于企业的分立，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需要评
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需要评估，其余类型的企业由股东自

定。一般情况下，非国有公司分立进行资产评估，主要原因是

对股东和对投资人负责，但法律没有硬性规定必须评估。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

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

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

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本例为以固定资产换取相关企业股权），非货

币性资产出资超过账面价值的部分应根据规定缴纳所得税。

在会计处理上，A企业做固定资产清理，而B企业作为接
受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一方，应该以评估价值入账。

（2）企业分立是企业重组类型中的一种。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9］59号），企业重组的税务处理区分不同条件分
别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规定和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

该文件第五条规定：企业重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一）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

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二）被收购、合并或

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符合本通知规定的比例。（三）企

业重组后的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
活动。（四）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额符合本通知规

定比例。（五）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组

后连续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
该文件的第四条为一般性税务处理规定，其中第五款为：

企业分立，当事各方应按下列规定处理：淤被分立企业对分立
出去资产应按公允价值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于分立企
业应按公允价值确认接受资产的计税基础。盂被分立企业继
续存在时，其股东取得的对价应视同被分立企业分配进行处

理。榆被分立企业不再继续存在时，被分立企业及其股东都应
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虞企业分立相关企业的亏损不得相
互结转弥补。

该文件第六条规定了企业重组特殊性税务处理方法，其

中第五款为：企业分立，被分立企业所有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取

得分立企业的股权，分立企业和被分立企业均不改变原来的

实质经营活动，且被分立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分立发生时取得

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85%，可以选择按
以下规定处理：淤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
税基础，以被分立企业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于被分立企业已
分立出去资产相应的所得税事项由分立企业承继。盂被分立
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可按分立资产占全部资产

的比例进行分配，由分立企业继续弥补。榆被分立企业的股东
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以下简称“新股”），如需部分或全部放

弃原持有的被分立企业的股权（以下简称“旧股”），“新股”的

计税基础应以放弃“旧股”的计税基础确定。如不需放弃“旧

股”，则其取得“新股”的计税基础可从以下两种方法中选择确

定：直接将‘新股’的计税基础确定为零；或者以被分立企业分

立出去的净资产占被分立企业全部净资产的比例先调减原持

有的“旧股”的计税基础，再将调减的计税基础平均分配到“新

股”上。

总之，企业分立一般应按照财税［2009］59号文件第四条
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企业分立符合第五条特殊性税务处理

的相关条件，则可以按照第六条的“特殊”规定进行处理。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财会教研室 王建安 蔡雪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