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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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优化税收环境，有效落实企业所得税各项优惠政策，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

意见》（税总发〔2017〕101 号）有关精神，现将修订后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2017 年版）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4 月 25 日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

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规范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以下简称“优惠事项”）办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

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优惠事项是指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优惠事项，

以及国务院和民族自治地方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企业所得

税优惠事项。包括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加速折旧、所得

减免、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减低税率、税额抵免等。

第三条 优惠事项的名称、政策概述、主要政策依据、主要留存备



查资料、享受优惠时间、后续管理要求等，见本公告附件《企业所得

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2017 年版）》（以下简称《目录》）。

《目录》由税务总局编制、更新。

第四条 企业享受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

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企业应当根据经营情况以及相关税收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目录》

列示的时间自行计算减免税额，并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享

受税收优惠。同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留存备查资料是指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有关

的合同、协议、凭证、证书、文件、账册、说明等资料。留存备查资

料分为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和其他留存备查资料两类。主要留存备查资

料由企业按照《目录》列示的资料清单准备，其他留存备查资料由企

业根据享受优惠事项情况自行补充准备。

第六条 企业享受优惠事项的，应当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将留

存备查资料归集齐全并整理完成，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第七条 企业同时享受多项优惠事项或者享受的优惠事项按照规定

分项目进行核算的，应当按照优惠事项或者项目分别归集留存备查资

料。

第八条 设有非法人分支机构的居民企业以及实行汇总纳税的非

居民企业机构、场所享受优惠事项的，由居民企业的总机构以及汇总

纳税的主要机构、场所负责统一归集并留存备查资料。分支机构以及

被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按照规定可独立享受优惠事项的，



由分支机构以及被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负责归集并留存

备查资料，同时分支机构以及被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应

在当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将留存的备查资料清单送总机构以及汇总

纳税的主要机构、场所汇总。

第九条 企业对优惠事项留存备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

责任。

第十条 企业留存备查资料应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当年的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次日起保留 10年。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方式管理优惠事项，

严禁擅自改变优惠事项的管理方式。

第十二条 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后，税务机关将适时开展后续管理。

在后续管理时，企业应当根据税务机关管理服务的需要，按照规定的

期限和方式提供留存备查资料，以证实享受优惠事项符合条件。其中，

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

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项的企业,应当在

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按照《目录》“后续管理要求”项目中列示的

清单向税务机关提交资料。

第十三条 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后发现其不符合优惠事项规定条件

的，应当依法及时自行调整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

第十四条 企业未能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留存备查资料，或者提

供的留存备查资料与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核算情况、相关技术领

域、产业、目录、资格证书等不符，无法证实符合优惠事项规定条件



的，或者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其已享受的企业

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以后年

度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办理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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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第

76 号）同时废止。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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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读

为贯彻落实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有效落实企业

所得税各项优惠政策，税务总局于近期修订并重新发布了《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15 年，税务总局根据“放管服”改革要求，发布了《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76 号发布），

全面取消对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的审批管理，一律实行备案管理。该

办法通过简化办税流程、精简涉税资料、统一管理要求，为企业能够

及时、精准享受到所得税优惠政策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为了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放管服”改革

的系列部署，进一步优化税收环境，税务总局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

并重新发布。

二、主要变化



（一）简化优惠事项办理方式

根据《办法》规定,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全部采用“自行判别、申报

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企业在年度纳税申报及享受

优惠事项前无需再履行备案手续、报送《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

《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已备案优惠事项清单》和享受优惠所需要的

相关资料，原备案资料全部作为留存备查资料，保留在企业，以备税

务机关后续核查时根据需要提供。

（二）更新《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内容

根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情况，对《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管

理目录（2015 年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

理目录（2017 年版）》（以下简称《目录》）。一是统一了优惠事项的

项目名称，实现了优惠事项名称在《目录》《减免税政策代码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7 年版）》

等不同文件中的统一，方便企业查询和使用。二是对优惠事项进行了

调整和补充，同时对政策概述、主要政策依据等内容进行了完善，对

主要留存备查资料进行了细化。三是增加了“后续管理要求”项目，

明确了优惠事项后续管理的有关要求。

（三）强化留存备查资料管理

留存备查资料是指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证

书、文件、账册、说明等资料，用于证实企业是否符合相关优惠事项

规定的条件。由于企业情况不同，留存备查资料难以全部列示，因此

《办法》将留存备查资料分为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和其他留存备查资料。



企业应当按照《目录》列示的清单归集和整理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其

他留存备查资料则由企业根据享受优惠事项的情况自行归集，以助于

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时能够做出准确判断。

由于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因此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

业享受优惠事项的，应当由总机构负责统一归集并留存相关备查资料，

但是分支机构按照规定可以独立享受优惠事项的，则由分支机构负责

归集并留存相关备查资料。如：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当设在西部地区的分支机构符

合规定条件而享受优惠事项的，由该分支机构负责归集并留存相关备

查资料，并同时将其留存备查资料的清单提供总机构汇总。

留存备查资料是企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相关优惠事项规定条件的直

接依据，企业应当在年度纳税申报前全面归集、整理并认真研判。在

本企业完成汇算清缴后，留存备查资料应当归集和整理完毕，以备税

务机关核查。如：企业享受《目录》第 1 项优惠事项，并在 2018 年

4月 30 日完成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其应在 4

月 30 日同步将第 1 项优惠事项的留存备查资料归集和整理完毕。分

支机构以及被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按照规定可独立享受

优惠事项的，完成汇算清缴后，除需要将留存备查资料应当归集和整

理完毕外，还需将留存的备查资料清单报送总机构汇总。如：企业设

在西部地区的分支机构享受《目录》第 63项优惠事项，该分支机构

在2018年 4月 30日完成2017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

其应在4月30日同步将第63项优惠事项的留存备查资料归集和整理



完毕，并将备查资料清单报送总机构汇总。

（四）重申企业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企业依法享有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也有依法按时如实申报、接受监

督和检查的义务。《办法》所称企业包括居民企业和在中国境内设立

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办法》实施后，企业可以根据经营情况自行判断是否符合相关优惠

事项规定的条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企业可以自行按照《目录》

中列示的“享受优惠时间”自预缴申报时开始享受或者在年度纳税申

报时享受优惠事项。

在享受优惠事项后，企业有义务提供留存备查资料，并对留存备查资

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负责。如果企业未能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留

存备查资料，或者提供的留存备查资料与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核

算情况、相关技术领域、产业、目录、资格证书等不符不能证实其符

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的，或者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税务机关将依

法追缴其已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五）对后续管理提出要求

为加强管理，《办法》规定税务机关将对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开展后续

管理，企业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和方式提供留存

备查资料。其中，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6〕49 号）的有关规定，享受《目录》第 30至 31

项、第 45 至 53 项、第 56 至 57 项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优惠事项的，



企业应当在汇算清缴后按照《目录》“后续管理要求”项目中列示的

资料清单向税务部门提交资料，提交资料时间不得超过本年度汇算清

缴期。如：企业享受《目录》第 45 项优惠事项，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完成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其应在 4月 30 日

同步将留存备查资料归集和整理完毕，并在 2018 年 5月 31 日前按照

第 45 项优惠事项“后续管理要求”项目中列示的资料清单向税务机

关提交相关资料。

其他优惠事项的核查，由各省税务机关（含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按

照统一安排，开展后续管理等。

三、实施时间

《办法》适用于 2017 年度汇算清缴及以后年度优惠事项办理工作。

企业在进行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如果享受税收优惠事

项的，无需再办理备案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