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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技术改造涉及的

政策规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

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税字［1999］

290号）的规定，为鼓励企业加

大投资力度，支持企业进行技

术改造，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

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在我国境

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

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

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

中抵免。

上述政策所指的投资是指

除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各种资

金（即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资

金等，其中银行贷款包括各类

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

款）投资。

技术改造是指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

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扩大出口、降低成本、节约能

耗、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等，采用先进的、适用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对现有设施、生产工艺条件

进行的改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是指原国家

经贸委发布的《当前工商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等有关政策

文件中所列明的投资领域中的技术改造项目。

允许抵免的国产设备是指国内企业生产制造的生产经营

性设备，不包括从国外直接进口的设备和以“三来一补”方式

生产制造的设备。实行投资抵免的国产设备，企业仍可按设备

原价计提折旧，并按有关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每一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得超过该

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当年新

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

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

免，但抵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企业将已经享受投资抵免的国产设备，在购置之日起五

年内出租、转让的，应在出租、转让时补缴设备已抵免的企业

所得税税款。企业在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的扣除项目，包括各

类应计未计费用、应提未提折旧等，不得转移以后年度补扣。

同一技术改造项目分年度购置设备的投资，均以每一年

度设备投资总额计算应抵免的投资额，以设备购置前一年抵

免企业所得税前实现的应交企业所得税为基数，计算每一纳

税年度可抵免的企业所得税额，在规定的期限内抵免。企业设

备购置前一年为亏损的，其投资抵免年限内每一年度弥补以

前年度亏损后实现的应交企业所得税，可用于抵免应抵免的

国产设备投资额。

二、企业技术改造纳税筹划案例分析

为最大限度享受技改投资（技改固定资产投资）抵税效

益，应合理选择技改年度（设备投资年度），考虑资金的时间价

值。为使企业价值增量最大，合理的技改年度应选择在企业所

得税较少年度的次年，比如企业亏损或微利年份抑或是享受

定期减免期满的次年，这样可以降低计算投资年度新增所得

税的基数，即时享受抵免优惠，尽早抵免应该抵免的投资抵税

额。但同时也要考虑技改投资抵税年限内是否有足够的新增

所得税予以抵免。

1. 投资年度的前一年为盈利时的投资抵税案例。

案例 1：某企业 2004年应纳所得税额为 90万元，2005年

国产设备技改投资为 300万元，2005年应纳所得税额为 120

万元，2006年应纳所得税额为 150万元。2005、2006年的投资

抵税额和应纳企业所得税分别是多少？

投资抵税限额=300伊40%=120（万元）；2005年比 2004年

新增所得税额=120-90=30（万元），当年投资可抵税额为 30

万元，2005年实际应纳所得税额=120-30=90（万元）；2006年

比 2004年新增所得税额=150-90=60（万元），剩余投资可抵

免额为 90万元，实际只能抵免 60万元，2006年实际应纳所

得税额=150-60=90（万元）。

2005、2006年共抵免所得税 90万元，剩余可抵金额 30

万元需在剩余三个纳税年度内抵完，逾期则不得抵扣。

2. 投资年度的前一年为亏损时的投资抵税案例。

案例 2：某企业 2005年进行技改，购买国产设备 300万

元用于生产经营。该企业 2004年亏损 100万元，2005年亏损

50万元，2006年经审核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500万元，该企业

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3%，该企业 2005、2006年的投资

抵税和应纳企业所得税是多少？

投资抵税限额=300伊40%=120（万元）；2005年该企业亏

损无法抵免，亏损额可在以后不超过五个纳税年度弥补；2006

年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500-100（弥补 2004年度的亏损

额）-50（弥补 2005年度的亏损额）］伊33%=115.5（万元）；比

2005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115.5-0（购买设备前一年为亏损

的，应以零为计算基数）=115.5（万元）；2006年投资抵税的限

额为 115.5万元；2006年企业应纳所得税额=115.5-115.5=0；

未抵免完的投资抵税额 4.5万元（120-115.5）在剩余的三年

内抵免，逾期则不得抵扣。

假定上述两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 33%，企业的预期报酬

率均为 8%。案例 1两年抵免产生的净现值=30衣（1+8%）+60衣

（1+8%）2=79.21（万元）；案例 2两年抵免产生的净现值=0+

115.5衣（1+8%）2=99.02（万元）。

通过上述计算分析可以看出，采用国产设备进行技改抵

免投资，选择投资年份是关键，选择不同的年度，所产生的现

金流量是截然不同的。企业技改纳税筹划是指企业在进行技

术改造时正确、合理地决策，综合考虑纳税政策对技术改造项

目直接效益和纳税的影响，充分用好用足国家鼓励企业技术

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企业最佳经济效益。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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