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所说的运输方式是指

自营运输或委托运输。下面试

举一例加以说明。

某建材集团下辖建材水

泥厂等若干子公司。建材水泥

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00

年实现利润500万元。年末集团

对建材水泥厂的财务状况进

行分析时发现，该厂全年的运

输费用全归对方负责；其进

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

用约占各种材料、产品价值的

10%左右；全年共取得销售收

入1.4亿元（不含税），材料采购

成本1亿元（不含税），材料当年

全部耗用。预计2001年该厂的

销售水平、成本水平都与2000

年相当。

经调查研究，预计若自行

组织运输，需向银行贷款1 200

万元购置运输设备，年利率10%，每年年末结算；运输设备的

平均总行驶里程为70万公里，年均行驶里程约为14万公里；每

年需汽油、柴油等计600万元；年新增工人工资240万元；年均

维修保养费约为200万元；年保险、年检等费用约550万元。据

此，该集团拟定了两种方案，对可采用的运输方式进行筹划。

方案一：由建材水泥厂外购设备，组建运输小组，归建材

水泥厂统一核算。这样，全年新增销售收入1 400万元（1.4亿

元伊10%），减少采购成本1 000万元（1亿元伊10%）。

新增各项成本：贷款利息费用越1 200伊10%越120（万元）；

运输设备年折旧费越1 200伊14衣70越240（万元）；新增成本合

计越120垣240垣600垣240垣200垣550越1 950（万元）。

新增销售税金：新增销项税额越1 400伊17%越238（万元）；

新增进项税额越600伊17%垣200伊17%原1 000伊17%越-34（万元）；

新增增值税应纳税额越238垣34越272（万元）；新增城市维护建

设税及教育费附加金额越272伊10%越27.2（万元）。新增净利润

额越（1 400+1 000-1 950-27.2）伊（1-33%）越283.28（万元）。

方案二：由集团公司外购运输设备，设立运输子公司。该

运输公司独立核算。建材水泥厂与运输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

符合公平交易原则。

运输子公司：新增收入额越1 400衣（1-3%）垣1 000衣（1-3%）

越2 474.23（万元）；新增成本额越120垣240垣600伊（1+17%）垣

200伊（1+17%）垣240垣550越2 086（万元）。新增营业税应纳税

额越2 474.23伊3%越74.23（万元）；新增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

育费附加金额越74.23伊10%越7.423（万元）。新增税前利润越

2 474.23原2 086原74.23原7.423越306.577（万元）。

建材水泥厂：新增收入额越1 400万元；新增成本额越

2 474.23伊（1-7%）原1 000越1 301.03（万元）。新增销售税金：新

增销项税额越238万元；新增进项税额越2 474.23伊7%原170越

3.20（万元）；新增增值税应纳税额越238原3.20越234.80（万

元）；新增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金额越234.80伊10%

越23.48（万元）。新增税前利润越1 400原1 301.03原23.48越75.49

（万元）。

集团公司：新增净利润额越（306.577+75.49）伊（1-33%）越

255.98（万元）。

计算结果显示，委托运输并不比自营运输划算。人们一般

认为，自营运输方式下，发生的各项运输费用不能按其7%的

比例作为进项税额加以扣除，因而不如委托运输方式经济。但

是还应看到，委托运输方式下，运输设备所耗用的各种油料、

燃料及所需的常规维修保养劳务在购进的过程中所支付的进

项税额得不到抵扣，这必然会提高成本。另外，委托运输方式

下所必须负担的营业税也要加以考虑。

总之，是选择自营运输还是选择委托运输，应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结合各种因素予以综合考察。茵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的通知》（国税发［2006］56号）规定，自 2006年 7月 1日起全

国统一使用新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笔者就其中《成本费用

明细表》的“营业外支出”项目填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营业外支出项目的构成及填报方法

营业外支出项目包括固定资产盘亏、处置固定资产净损

失、出售无形资产损失、债务重组损失、罚款支出、非常损失、

其他（包括三项减值准备）七个明细项目。

1.“营业外支出”项目并不是填报会计上“营业外支出”

科目核算的全部内容，它不包含“捐赠支出”项目金额。“营业

外支出”科目核算的各项捐赠支出应该在附表八《捐赠支出明

细表》中填报。

2. 固定资产盘亏、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出售无形资产

损失、债务重组损失、罚款支出、非常损失（包括流动资产损

失、坏账损失等）六个明细项目的填报金额同于会计核算口

径，涉及的“财产损失”和“罚款支出”有关纳税调整应填报附

表四《纳税调整增加项目明细表》。《成本费用明细表》中的“罚

款支出”项目要填报本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全部罚款支出，其

中可以税前扣除的限额只是按照经济合同规定支付的违约

金、罚款等。固定资产盘亏、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出售无形资

产损失、非常损失这四个明细项目又构成了《纳税调整增加项

目明细表》中的“财产损失”项目的一部分。

3.“其他”项目填报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核算的“营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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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中剔除“捐赠支出”和以上六个明细项目发生额后的余

额，填报金额中包括三项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有关资产减值准备

纳税调整应填报附表四《纳税调整增加项目明细表》或附表五

《纳税调整减少项目明细表》。因此，“其他”项目填报金额越营

业外支出发生额原（固定资产盘亏垣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垣出

售无形资产损失垣债务重组损失垣罚款支出垣非常损失）原捐

赠支出。

二、关于《成本费用明细表》填报说明

《成本费用明细表》填报说明规定：“营业外支出”项目，

填报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核算的“营业外支出”中剔除捐赠支

出后的余额，依据税收政策规定可以扣除的项目。

对于这里的“依据税收政策规定可以扣除的项目”除“捐

赠支出”发生额外，其他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营业外支出中核

算的事项全部要在此处填报。理由如下：淤固定资产盘亏、处

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出售无形资产损失、债务重组损失、罚款

支出、非常损失这六个明细项目的填报说明都要求直接“填报

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营业外支出中核算的”相应金额，

没有要求将不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的项目进行剔除。于《成本

费用明细表》及其填报说明都明确了“营业外支出”项目下“其

他”明细项目金额中要“包含三项减值准备”。三项资产减值准

备无论增加或减少都是要做纳税调整的，无法填报可以直接

在所得税前扣除的三项减值准备，此处只需要填报发生额。因

此，除了不填报“捐赠支出”金额外，其他无论是财产损失、罚

款支出还是三项减值准备，都需要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营业

外支出中核算的金额直接填报，不需做任何扣除。茵

财税字［2000］049号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

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的国产设备，对符合《国务院

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税发［1997］37号）中

规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限制乙类的投资项

目，除国税发［1997］37号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

进口商品目录》外，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购置设备

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例：某外资企业 1998年成立，2000年正式投产经营，当

年获利。1999年购买设备投资 90万元，2000年购买设备投资

60 万元，2001 年购买设备投资 45万元，2002年购买设备投

资 75万元，2003年购买设备投资 25万元，2004年购买设备

投资 50 万元。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政策，所得税税率为

24%。各年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各年可以抵免的企业所得税及

各年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列表如下：

企业从 1999 耀 2004年连续 6年购买国产设备，但因为享

受优惠，2002年才开始缴纳所得税，根据财税字［2000］049号

文第三条的规定，1999 耀 2001年获得的抵免额度可在 2002年

及以后年度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2年实现的所得税

为 100万元，未超过规定年限，可以从 1999年开始抵免。因

1999 耀 2001抵免所得税的基数为 0（免税年度），所以 2002年

实现的税款均可以得到抵免，即：100原36原24原18原30=原8（万

元）。未抵免的 8万元留待 2003 耀 2006年度抵免。2003年实现

所得税 50万元，因 2002年实际缴纳所得税为 0，所以 2003年

实现的税款也可以得到全部抵免，但因截至 2002年度，未抵

免的只有 8万元，而 2003年可抵免额度是 10万元，所以2003

年实际可抵免 18万元，2003年实际缴纳所得税 32万元（50原

18）。2004年实现的所得税 30万元小于 2003年实际缴纳的

所得税 32万元，故 2004年购买设备投资的 50万元（可抵免

额度为 20万元）在当年不能获得抵免。2005年的情况也是如

此，则 2004年、2005年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分别为 30万元、25

万元。2006年实现所得税为 40万元，比 2003年新增 8万元

（40原32），可抵免 8万元，实际缴纳 32万元，未予抵免的为 12

万元。2007年实现所得税 50万元，尚未超过抵免年限，相比

2003年新增所得税 18万元（50原32），但未予抵免的只有 12

万元，所以 2007年只能抵免 12万元，实际缴纳 38万元。

上例中，假设 2002年购买国产设备投资 55万元，那么可

抵免额度为 22万元，2002年实现的税款可以得到全部抵免，

抵免后 2002年实际缴纳的所得税为 0，累计抵免额度也为 0。

如果以实现的税款为基数来衡量，那么 2003年的抵免额度

10万元在 2007年前得不到抵免，因为 2003 耀 2007年各年实

现的税款均未超过 2002年当年实现的税款，所以在实际操作

中要分清实现的和实际缴纳的所得税款的区别。另外，税务机

关查补的税款也不得作为新增的企业所得税基数。上例中，假

如 2005年企业有被查补的所得税款 7万元，则 2005年实际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为 32万元，同时也是企业应该实现的税

款，虽然比 2004年实现的 30万元的税款多了 2万元，但不可

以作为新增的基数，不能够抵免。茵

小议购买国产设备

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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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合 计

0

0

0

100

50

30

25

40

50

295

36

24

18

30

10

20

138

0

0

0

0

32

30

25

32

38

157

36

60

78

8

0

20

20

12

0

累计尚未
抵免额度

可抵免额度
实际缴纳
所得税额

实现的企
业所得税

年 份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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