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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

务、申报缴纳所得税的法律文书，同时也是税务机关采集

涉税信息、开展税收风险管理的信息渠道。2014 年 11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年
版）〉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3号），对企
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
2015年1月1日起执行。除报表封面和填报表单外，《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年
版）》（简称“新表”）共 41张，包括 1张基本信息表、1张主
表和39张附表。附表按照功能不同，分为收入支出费用明
细表（6张）、纳税调整表（15 张）、亏损弥补表（1 张）、税收
优惠表（11 张）、境外所得抵免表（4 张）和汇总纳税表（2
张）。新表“一主多附、多层架构”的报表体系充分展现了

企业所得税计算的整体过程。

一、减免税所得

在新表中，纳税人根据税法及相关税收政策的规定

享受的所得减免金额在主表第 20行“所得减免”中反映，
该行根据《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填报。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填报的是纳税人本年度发生

的减免所得额优惠的详细情况，具体包括以下项目的所

得额：

1. 农、林、牧、渔业项目。
（1）免税项目。免税项目包括纳税人从事蔬菜、谷物、

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从

事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从事中药材的种植；从事林木的

培育和种植；从事牲畜、家禽的饲养；从事林产品的采集；

从事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

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从事农产品初加工；从事远洋

捕捞；从事其他税法规定的农、林、牧、渔免税优惠项目。

以上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项目的所得额为免税所得额。

（2）减半征收项目。减半征收项目包括纳税人从事花
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从事海水养

殖、内陆养殖；从事国务院根据税法授权制定的其他减税

优惠项目。以上项目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项目的所得额

为减税所得额。

2. 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包括纳税人
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

口码头项目、机场项目、铁路项目、公路项目、城市公共交

通项目、电力项目、水利项目和其他项目投资经营的减免

税所得额。

3. 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纳税人
从事符合条件的公共垃圾处理项目、沼气综合开发利用

项目、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海水淡化项目和其他项目

的减免税所得额。

4. 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项目。纳税人符合条件的技
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纳
税人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

5. 其他专项优惠项目。包括纳税人实施清洁发展机
制项目、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的减免税所得额以及纳税人享受的其他专项减免税所

得额。

二、新旧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减免税所得的处理

方法比较

与 2008版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简称“旧表”）相
比，新表的突出变化之一就是在主表中调整了税收优惠

项目的顺序。

梁瑞智（副教授）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财会金融系，北京 100193）

【摘要】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3号文件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
2015年1月 1日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年版）》与2008版申报表相比，调
整了税收优惠项目的顺序，并允许企业应税项目所得与减免税项目所得之间相互弥补亏损，这将对享受所得减免优

惠的企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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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表中，企业将其根据税法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享

受的所得减免优惠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中填报，因

此所得减免包含在主表“纳税调整后所得”之前的纳税调

整项目之中。

新表将企业按规定享受的所得减免优惠项目从纳税

调整表中分离出来，放在主表第 19 行“纳税调整后所得”
后单独处理，即第20行“所得减免”。
新表这样处理所得减免是出于以下考虑：税收优惠

政策属于授权性行为，从事税收优惠项目的纳税人具有

选择是否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不

提出或者不主张税收优惠政策，税务部门是无权要求纳

税人必须享受税收优惠的；反之，企业提请享受减免税优

惠需要举证，否则视为放弃税收优惠。

通过比较表1、表2，可以得出新表在减免税所得处理
方面的变化。

三、新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减免税所得处理对企

业的影响

新表在减免税所得方面的处理，实则是重新明确了

“应税项目”所得与享受税收优惠的“减免税项目”所得是

否可以相互弥补亏损这一问题。国家税务总局 2010年发
布《关于做好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10］148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3号公告发布后已废止）对旧表的填报口径进行了说明，
不允许应税项目所得与减免税项目所得相互弥补亏损。

国税函［2010］148号文件的废除意味着两者之间可以相
互弥补亏损。因此，新表允许企业应税项目所得与减免税

项目所得相互弥补亏损。这一变化必然会对享受所得减

免优惠的企业产生影响。下面分不同情况举例说明：

1.“应税项目”所得>0，“减免税项目”所得>0。A公司
2014年应税项目盈利 200万元，减免税项目盈利 100万
元，会计利润总额为300万元。假设不考虑其他填报项目，
则新旧表相关填报如表3和表4所示：

比较表 3和表 4可以看出，当企业应税项目与减免税
项目均盈利时，新旧表中企业填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相

同，新表的使用对企业所得税计算没有影响。

2.“应税项目”所得>0，“减免税项目”所得<0。B公司
2014年应税项目盈利 800万元，减免税项目亏损 500万
元，会计利润总额为300万元。假设不考虑其他填报项目，
则新旧表相关填报如表5和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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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减：境外所得（填写A108010）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A105000）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A105000）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A107010）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A108000）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A107030）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A106000）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金
额

表 1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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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附表三）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附表三）

其中：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减计收入

减、免税项目所得

加计扣除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加：境外应税所得弥补境内亏损

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22）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附表四）

应纳税所得额（23－24）

金额

表 2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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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附表三）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附表三）

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22）

应纳税所得额（23－24）

300

1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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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A105000）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A105000）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300

300

100

200

表 3 A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4版）

表 4 A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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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A105000）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A105000）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300

300

-500

300

表 5 B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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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表的填报说明，当减免税项目亏损时，新版表

主表第20行“减：所得减免”应填负数，但由于应税项目所
得与减免税项目所得之间可以相互弥补亏损，此行在申

报系统后台按0计算。因此，新表第23行“应纳税所得额”
为300万元。
旧表减免税项目的亏损在纳税调整项目中填报，由

于应税项目所得不能弥补减免税项目的亏损，纳税调整

后所得为80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也为800万元。
比较表5和表6可以看出，新表允许企业将应税项目

所得与减免税项目所得进行弥补亏损，对纳税人而言，新

表比旧表交税少。

3.“应税项目”所得<0，“减免税项目”所得>0。C公司
2014年应税项目亏损800万元，免税项目盈利1 100万元，
会计利润总额为 300万元。假设不考虑其他填报项目，则
新旧表相关填报如表7和表8所示：

由于应税项目亏损可以用减免税项目的盈利去弥

补，新表第23行“应纳税所得额”为0，附表《企业所得税弥
补亏损明细表》中的本年亏损数为0。
由于应税项目所得和减免税项目所得之间不能相互

弥补亏损，旧表主表第23行“纳税调整后所得”为-800万
元。因此，旧表附表《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中本年

度亏损数为-800万元。
比较表 7和表 8可以看出，当企业应税项目发生亏

损，减免税项目盈利时，新旧表主表中本年度“应纳税所

得额”相同。但是由于新旧表附表《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

明细表》中的本年亏损数分别为0和-800万元，与旧表相
比，纳税人使用新表后没有了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

损额，对纳税人不利。

4.“应税项目”所得<0，“减免税项目”所得<0。D公司
2014年应税项目亏损 200万元，减免税项目亏损 100万
元，会计利润总额为-300万元。假设不考虑其他填报项
目，则新旧表相关填报如表9和表10所示：

新表主表第 23行“应纳税所得额”为 0。因主表第 19
行“纳税调整后所得”为-300万元，所以附表《企业所得税
弥补亏损明细表》中的本年亏损数是-300万元。
旧表第 25行“应纳税所得额”为 0。但是填报《企业所

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时，本年亏损数是-200万元。
比较表 9和表 10可以看出，当企业应税项目发生亏

损，减免税项目也亏损时，新旧表主表中本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均为0。但是由于新旧表附表《企业所得税弥补亏
损明细表》中的本年亏损数分别为-300万元和-200万
元，与旧表相比，纳税人使用新表后减免税项目的亏损也

作为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对纳税人有利。

四、结论

新表允许企业应税项目所得与减免税项目所得相互

弥补亏损。当企业应税项目与减免税项目均盈利时，新表

的使用对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没有影响；当企业应税项

目盈利而减免税项目亏损时，新表的使用可以减少纳税

人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当企业应税项目亏损而减免税

项目盈利时，新表的使用不会增加纳税人当年的应纳税

所得额，但是会导致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的减

少；当企业应税项目与减免税项目均亏损时，新表的使用

不会影响纳税人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但是会导致可结

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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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附表三）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附表三）

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22）

应纳税所得额（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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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A105000）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A105000）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300

-300

-100

0

表 10 D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08版）

表 9 D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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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附表三）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附表三）

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22）

应纳税所得额（23－24）

300

-500

800

800

表 6 B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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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附表三）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附表三）

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22）

应纳税所得额（23-24）

300

1 1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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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10+1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A105000）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A105000）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300

300

1 100

0

表 8 C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08版）

表 7 C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