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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型微利企业



（一）现行主要文件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
年第12号）

一 、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优 惠



1.对实际税率进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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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 的 税 率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
（25%*20%=5%）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二）2023年新政变化

一 、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优 惠



2.执行期限延长

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延续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

（二）2023年新政变化

一 、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优 惠



年度 100万元以下部分 100万元-300万元部分

2019-2020 25%*20%（5%） 50%*20%（10%）
2021 12.5%*20%（2.5%） 50%*20%（10%）
2022 12.5%*20%（2.5%） 25%*20%（5%）
2023-2027 25%*20%（5%） 25%*20%（5%）

一 、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优 惠

（二）2023年新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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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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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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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结果为准。

（三）小微的判定

一 、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优 惠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一）现行主要文件依据
（有效或部分有效）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号），对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归集范围、会计核算与管理、不适
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管理事项及征管要求作出了规定；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细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口径及管理要求，
提高政策可操作性；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部分研发费用范围和归集口径；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允许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8号），在2021年10月份预缴申报时允许企业自主选择享受
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设优化简化研发费用辅助账样式、调整优化了“其他
相关费用”限额的计算方法；

6.《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7号），全部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

7.《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2023年第11号），新增7月份预缴申报第2季度
（或6月份）企业所得税时可提前享受优惠；

8.《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
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告2023年第44号），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20%。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一）现行主要文件依据
（有效或部分有效）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1.全部企业加计扣除比例进一步提高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
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7号）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二）2023年新政变化



2.享受优惠的时点进一步提前

企业7月份预缴申报第2季度（按季预缴）或6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
时，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以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
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对7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
清缴时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在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2023年第11号）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二）2023年新政变化



3.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20%

一、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
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
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20%在税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
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20%在税前摊销。

二、第一条所称集成电路企业是指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产、设计、装备、材料、
封装、测试企业。具体按以下条件确定：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
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告2023年第44号）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二）2023年新政变化



3.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20%

（一）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是指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0年第45号）第一条规定的
生产企业或项目归属企业，企业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
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二）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是指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0年第45号）第四条规定的
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企业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
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二）2023年新政变化



3.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20%

（三）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9号）》
规定条件的企业。如有更新，从其规定。

三、第一条所称工业母机企业是指生产销售符合本公告附件《先进工业母机产品
基本标准》产品的企业，具体适用条件和企业清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二）2023年新政变化



3.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20%

五、本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采用清单管理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于每年3月底前按规定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提供上一年度可享受优惠的企业
清单；不采取清单管理的，税务机关可按《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
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0年第45号）规定的核查机制转请发
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进行核查。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二）2023年新政变化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据实扣除的概念

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式优惠方式，一般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扣
除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额。对企业的研发
费用实施加计扣除，则称之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不能税前扣除的费用，一定不能加计扣除。例如，研发支出应取得但未取得合法
有效税前扣除凭证，不得税前扣除和加计扣除。

不能加计扣除的费用，不影响企业税前扣除。例如，负面清单行业发生的研发费
用、工艺常规升级发生的相关费用。

二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三）常见涉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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