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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

1.“小微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如何区分？
答：“小微企业”是一个习惯性的叫法，并没

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界定，目前所说的“小微企
业”是和“大中企业”相对来讲的。如果要找一个
比较接近的解释，那就是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发
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于 2011年 6月发布的《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
产总额等指标，将 16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划分为中
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小微企业可以理解为其
中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而“小型微利企业”
的出处是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指的是符
合税法规定条件的特定企业，其特点不只体现在

“小型”上，还要求“微利”，主要用于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方面。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
一定要谨记税法上的“小型微利”四个字，并按照
企业所得税相关规定去判断是否符合条件。

2.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小型微利企业标
准一样吗？

答：原有政策对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从业
人数、资产总额两项指标分别设置了条件，今年
新出台的政策对资产总额和从业人数指标不再
区分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因此，目前工业企业
和其他企业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是一样的，即年
应纳税所得额上限都是 300万元，资产总额上限
都是 5000万元，从业人数上限都是 300人。

3.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中，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具体是什么？

答：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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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视同独立纳税人缴税的二级分支机构是
否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答：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企业应
以法人为主体，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
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由于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经营情况应并
入企业总机构，由企业总机构汇总计算应纳税
款，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5.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是按什么时点的资
产总额、从业人数和应纳税所得额情况判断享受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2号第
三条规定,暂按当年度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累
计情况进行判断，计算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减免政策。

6.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号下发后，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中规定的“小额零星业
务”判断标准是否有调整？

答：《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
九条规定，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
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
相关政策规定的起征点。考虑到小规模增值税
纳税人符合条件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
细则、《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规
定，小额零星经营业务可按以下标准判断：按月
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 10万元；按次纳税的，每
次（日）销售额不超过 300-500元。

7.高新技术企业年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
件,是否可以同时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税
收优惠？

答：企业既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条
件，又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条件，可按
照自身实际情况由纳税人从优选择适用优惠税
率，但不得叠加享受。

8.企业从事公共污水处理，享受三免三减半
政策，同时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能否享受财
税〔2019〕13号企业所得税优惠？

公司运营一个污水治理项目，从 2016年开始
享受节能环保项目所得“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2019 年进入项目所得减半期，请问 2019 年是否
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答：就企业运营的项目而言，如该项目同时
符合项目所得减免和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条件，可以选择享受其中最优惠的一项政
策。该公司 2019 年可以选择享受小型微利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放弃该项目可享受的节能
环保项目所得减半征税优惠。

9.2018年度汇算清缴已经开始，汇算清缴时
可以享受财税［2019］13号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吗？

答：财税［2019］13号的执行期限为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即财税［2019］13 号
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于
2019 年至 2021 年度，企业在 2018 年度汇算清缴
时仍适用原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10.在 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职
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有何变化？

答：自 2018年 1月 1日起，企业发生的职工教
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
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
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也就是
说，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的比例由 2.5%提高到
8%。

11.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有何
变化？

答：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变化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期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提高到

75%；二是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的委
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
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
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委托境外进行
研发活动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

12.企业季度预缴时符合条件享受了小型微
利企业优惠政策，在年终汇算清缴时不符合条
件，如何进行处理？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
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 号）第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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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在预缴申
报时如何填报减免税？

答：一 是 查 账 征 收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1）表
A200000 第 9 行“实际利润额”<＝1000000 时，第
12行“减免所得税额”＝第 9行×20%，并同时将减
免税额填报在表 A201030 第 1 行“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2）表 A200000第
9行“实际利润额”>1000000且<＝3000000时，第
12行“减免所得税额”＝第 9行×15%+50000，并同
时将减免税额填报在表 A201030 第 1 行“符合条
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二是定率征收小型微利企业。（1）表 B100000
第 12 行“应纳税所得额”<＝1000000 时，第 15 行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第 12 行×20%。（2）表 B100000 表第 12 行“应纳税
所得额”>1000000 且<＝3000000 时，第 15 行“符
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第 12
行“应纳税所得额”×15%+50000。

三是定额征收小型微利企业。直接填报应
纳所得税额，无需填报减免税额。

14.小型微利企业，可以按月预缴吗？
答：不能。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统一实行按

季度预缴。
15.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涉

及哪些文件？
答：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主

要涉及以下 3个文件：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

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2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
2018年版）>等部分表单样式及填报说明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3号）。
16.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将

会影响哪些企业？
答：和以往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相

比，这次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加力”“一扩大”两个
特点。

“一加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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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分别降至 5%和 10%。

“一扩大”：进一步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
将年应纳税所得额由原来的不超过 100万元，提
高至不超过 300万元；将从业人数由原来的工业
企业不超过 100 人、其他企业不超过 80 人，统一
提高至不超过 300人；将资产总额由原来的工业
企业不超过 3000 万元、其他企业不超过 1000 万
元，统一提高至不超过 5000万元。调整后的小型
微利企业将覆盖 95%以上的纳税人，其中 98%为
民营企业。

因此，无论是符合原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还是符合新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都会从这次普
惠性政策中受益。

17.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什么采
取分段计算的方法？

答：此次政策调整引入了超额累进计算方
法，分段计算，部分缓解了小型微利企业临界点
税负差异过大的问题，鼓励小型微利企业做大做
强。以一家年应纳税所得额 101万元的小型微利
企业为例，如采用全额累进计税方法，在其他优
惠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应纳企业所得税为 10.1万
元（101×10%），相比其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100 万
元的情形，应纳税所得额仅增加了 1万元，但应纳
税额增加了 5.1 万元。而按照超额累进计税方
法，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 5.1 万元（100×5%+1×
10%），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1 万元，应纳税额仅增
加 0.1万元。可见，采用超额累进计税方法后，企
业税负进一步降低，将为小型微利企业健康发展
创造更加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

18.享受普惠性所得税减免的小型微利企业
的条件是什么？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
利 企 业 普 惠 性 税 收 减 免 政 策 的 通 知》（财 税

〔2019〕13 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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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此次新政策对原来就是小型微利企业的
纳税人有影响吗？

答：有影响，而且是利好。假设纳税人 2019
年符合新的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应纳税所得额和
2018 年一样，根据现行政策规定，纳税人的实际
税负将从原来 10%降到 5%，税负比原来降低一
半；如果纳税人的效益越来越好，年度应纳税所

得额超过 100万元了，按照原来的规定是不能再
享受优惠政策的，但现在只要不超过 300万元，仍
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20.非居民企业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不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8〕650 号）规定，非居民企业不适用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21.亏损企业能否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

答：企业所得税对企业的“净所得”征税，只
有盈利企业才会产生纳税义务。因此，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无论是减低税率政策还是
减半征税政策，都是盈利企业从中获益。对于亏
损的小型微利企业，当期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但其亏损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弥补。

22.小型微利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否包括
查补以前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答：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针对的是本
年度，不包括以前年度的收入。查补以前年度的
应纳税所得额，应相应调整对应年度的所得税申
报，如不涉及弥补亏损等事项，对当年的申报不
产生影响。

23.企业所得税申报资产总额、从业人员指
标如何计算？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
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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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实际经营期”的起始时间如何计算？
年中设立的公司，8月取得营业执照，11月开

始有营业外收入。问小型微利企业按规定计算
资产总额和从业人数时，财税〔2019〕13号文规定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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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实际经营期”应该从何时起算？是 8-12月，
还是 11-12月？

答：企业实际经营期的起始时间应为营业执
照上注明的成立日期。

25.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时可以享受优惠
吗？

答：符合条件的小微利企业，在预缴时可以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年度结束后，再统一汇算清
缴，多退少补。

26.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查账征收企业
和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的企业，在填报修订后的
预缴申报表时需要注意什么？

答：为落实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
政策，税务总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2018 年版）》等
部分表单样式及填报说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B 类，
2018 年版）》进行了修订，增加了从业人数、资产
总额等数据项，并升级优化税收征管系统，力争
帮助企业精准享受优惠政策。在填报预缴申报
表时，以下两个方面应当重点关注：

一是关注“应纳税所得额”和“减免所得税
额”两个项目的填报。“应纳税所得额”是判断企
业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和分档适用“减半
再减半”“减半征税”等不同政策的最主要指标，
这个行次一定要确保填写无误。“减免所得税额”
是指企业享受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的减免所
得税金额，这个行次体现了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
直接成效。

二是关注预缴申报表中新增“按季度填报信
息”部分有关项目的填报。“按季度填报信息”整
合了除应纳税所得额以外的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指标，其数据填报质量直接关系着小型微利企业
判断结果的准确与否。按季度预缴的，应在申报
预缴当季税款时，填报“按季度填报信息”的全部
项目。

27.对于通过网络进行电子申报的企业，问
网上申报系统什么时候完成升级？

答：为全面落实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确保
小型微利企业及时享受税收优惠，目前金税三期
核心征管系统、电子税务局和各省网上申报系统
均已经在 2月 1日前完成了相关升级。

28.如何理解“应纳税所得额”与“实际利润
额”概念？

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中的
“应纳税所得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中的“实际利润
额”概念如何理解？（所得税司答复）

答：在企业所得税中，“实际利润额”与“应纳
税所得额”有各自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规
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
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
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应
纳税所得额”首先是一个年度概念，主要在企业
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企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分月或分季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应当按照月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因
此，“实际利润额”概念主要在按照实际利润额预
缴的企业在预缴申报时使用。

29.小型微利企业享受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
策，需要准备哪些留存备查资料？

答：根 据《企 业 所 得 税 优 惠 事 项 管 理 目 录

（2017年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3号
附件）规定，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需准备
以下资料留存备查：

（1）所从事行业不属于限制和禁止行业的说
明；

（2）从业人数的情况；
（3）资产总额的情况。
30.如果小型微利企业由于对政策理解原因

预缴时未享受优惠，那么年度结束后是否还有机
会享受优惠政策？

答：税务总局近期已对金税三期系统和网上
申报软件进行升级，企业在填报申报表时将部分
实现自动识别、自动计算、自动填报、自动成表等
智能化功能，帮助企业正确判断政策适用性，力
争实现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申报时
应享尽享优惠政策。假如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
企业，在年度中间预缴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享受
优惠，在年度终了汇算清缴时，税务机关将根据
企业申报情况，再次提醒企业可以享受小型微利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小型微利企业仍可享受相关
优惠政策。

31.举例说明如何计算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优惠后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金额？

假 设 一 企 业 2019 年 度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是
280 万元，在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后，当年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是多少？

答：按照政策规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的，需要分段计算。具体是：100万元以下的
部分，需要缴纳 5万元（100×5%），100万元至 280
万元的部分，需要缴纳 18万元[（280-100）×10%]，
加在一起当年需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3 万元。
所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时，需要分
段计算。

32.一家年应纳税所得额320万元的企业，其
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以内的部分，可以减免税
款吗？

答：不能。按现行政策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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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中提到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已经超
过了 300万元，是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因
此不能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33.劳务派遣单位从业人员是否含已派出人
员？

小型微利企业的从业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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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单位的从业人数，是否含已派
出人员？

答：鉴于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已经计入了用人
单位的从业人数，本着合理性原则，劳务派遣公
司可不再将劳务派出人员重复计入本公司的从
业人数。

34.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是否受征收方式的限定？

答：从 2014 年开始，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享
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时，已经不再受
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的限定了，无论企业所得税
实行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的企业，只
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

35.小型微利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标准
是否包括分支机构部分？

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的企业，小型微利企业
标准中的从业人数、资产总额是否包括分支机构
的部分？

答：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企业应
以法人为主体，计算从业人数、资产总额等指标，
即汇总纳税企业的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包括分支
机构。

36.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的预缴期限
如何确定？

答：为了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从 2016 年 4
月开始，小型微利企业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企业
所得税。因此，按月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企业，
在年度中间 4月、7月、10月的纳税申报期进行预
缴申报时，如果按照规定判断为小型微利企业
的，自下一个申报期起，其纳税期限将统一调整
为按季度预缴。同时，为了避免年度内频繁调整
纳税期限，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 号规
定，一经调整为按季度预缴，当年度内不再变更。

37.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如何调整为
按季度预缴？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
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由税务机关具体
核定。纳税人在 4、7、10月申报时，符合小型微利
企业条件的，系统将提示按季预征。申报期结束
后，主管税务机关将根据申报情况筛查需要调整
纳税期限的纳税人，并联系纳税人办理调整事
项；纳税人也可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调整。年
度结束后，原则上在小型微利企业扩大优惠力度
期限内，不再调整纳税期限。

38.实行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征收方式的企业
是否也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
免政策？

答：与实行查账征收方式和实行核定应税所
得率征收方式的企业通过填报纳税申报表计算
享受税收优惠不同，实行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征收
方式的企业，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小型微利企业
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的条件与企业的情况进
行判断，符合条件的，由主
管税务机关按照程序调整
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相
关调整情况，主管税务机
关应当及时告知企业。

39.纳税人多预缴的企

业所得税税款可否选择退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

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 号）第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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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是否可以选择退税？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
（国税发〔2009〕79号文件印发）和《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
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2号）的相关规定，当年度此前期间因不符合小型
微利企业条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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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抵
减的在汇算清缴时按有关规定办理退税，或者经
纳税人同意后抵缴其下一年度应缴企业所得税
税款。

40.上季度已由分支机构就地预缴分摊的企
业所得税如何处理？

上一季度不符合小微条件已由分支机构就
地预缴分摊的税款，本季度按现有规定符合条
件，其二级分支机构本季度不就地分摊预缴企业
所得税。问：上季度已就地分摊预缴的企业所得
税如何处理？

答：根据《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
征收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57
号发布）第五条规定，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
业的跨地区经营企业，其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
摊缴纳企业所得税。这里是指本年度小型微利
企业预缴时，如果上年度也是小型微利企业的，
本年度小型微利企业的二级分支机构可以不就
地预缴。因此，小型微利企业二级分支机构是否
就地预缴，依据的条件是上年度是否也是小型微
利企业。如果是，其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预缴；
如果不是，其二级分支机构需要就地预缴。

如果上季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本季
度符合条件，其多预缴的税款，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
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
第 2号）规定，可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
税款中抵减。

41.按月预缴企业是否需要每月填报“按季
度填报信息”部分内容？

修订后的预缴纳税申报表增加了“按季度填
报信息”部分，按月度预缴的企业是否需要每月
填报这部分内容？

答：不需要每月填报。预缴纳税申报表中
“按季度填报信息”部分的所有项目均按季度填
报。按月申报的纳税人，在预缴申报当季度最后
一个月份企业所得税时进行填报。如在 4月份征
期申报 3月的税款时，才需要填报这部分信息，而
在其他月份申报时，是不需要填报的。

42.如何判定企业从事的行业是否属于国家
限制和禁止行业？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的小型微利企
业可享受优惠政策，如何判断企业从事的行业是
否属于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

答：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可参照《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订）》规定的
限 制 类 和 淘 汰 类 和《外 商 投 资 产 业 指 导 目 录

（2017 年修订）》中规定的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列举的产业加以判
断。

43.如何确定企业从业人数是否符合小型微
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若公司从业人数波动较大，各个时间点从业
人数可能都不一致，如何确定从业人数是不是符
合条件？

答：按照财税〔2019〕13 号文件规定，从业人
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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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可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全年季度平均值，
并以此判断从业人数是否符合条件。

44.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享受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答：从 2019年度开始，在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企业可直接按当年度截至本期末的资产总额、从
业人数、应纳税所得额等情况判断是否为小型微
利企业，与此前需要结合企业上一个纳税年度是
否为小型微利企业的情况进行判断相比，方法更
简单、确定性更强。具体而言，资产总额、从业人
数指标按照财税 13号文件第二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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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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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为什么新修订的预缴申报表要求填写
“资产总额”“从业人数”的季初值、季末值，而并
非是季度平均值？

答：将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中的“资产总额”“从
业人数”等需要计算的指标细化为“季初资产总额

（万元）”“季末资产总额（万元）”“季初从业人数”
“季末从业人数”项目，主要是考虑尽量减轻企业
自行计算的负担。一般来说，“资产总额”“从业人
数”的季初值、季末值是企业在会计核算、人员管
理等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既有的数据，直接填列
可以免去企业为享受税收优惠而特别计算的工作
量、也避免出现计算错误。 （下转4版）

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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