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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税制概览(2013)(第17版)》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现行有效的税收基本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权威
性资料为依据，比较全面地概述了中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情况。
《中国税制概览(2013)(第17版)》包括税制发展的历史，各种税的纳税人，税目、税率、计税依据、计
税方法、减免税规定、纳税期限和纳税地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税务机构等内容，并配有适当的计
算举例和图表；对于税务部门征收的非税财政收入项目也作了介绍，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查阅方便
。
愿它能够有助于读者便捷地了解中国税制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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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长期待摊费用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企业的下列支出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按
照规定摊销的，可以扣除： （1）已经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按照固定资产预计尚可
使用年限分期摊销。
 （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人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按照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限分期摊销。
 上述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指改变房屋、建筑物结构、延长使用年限等发生的支出。
 改建的固定资产延长使用年限的，除了已经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和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
产以外，还应当适当延长折旧年限。
 （3）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按照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销。
此项支出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修理支出达到取得固定资产时的计税基础50％以上，修理以后固定
资产的使用年限延长2年以上。
 （4）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自支出发生月份的次月起分期摊销，摊销年限不得少于3年
。
 5.投资资产 投资资产，指企业对外进行权益性投资、债权性投资形成的资产。
 企业对外投资期间，投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不得扣除。
企业在转让、处置投资资产的时候，投资资产的成本可以扣除。
 投资资产按照下列方法确定成本： （1）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购买价款为成本； 
（2）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者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
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照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当
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被投资企业发生的经营亏损，由被投资企业按照规定结转弥补；投资企业不得调整减低其投资成本，
也不得将其确认为投资损失。
 6.存货 存货指企业持有以备出售的产品或者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和提供劳务过程
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企业使用和销售存货，按照规定计算的存货成本，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
 存货按照下列方法确定成本： （1）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存货，以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
成本； （2）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存货，以该存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3）生产性生物资产收获的农产品，以产出、采收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和分摊的间接费用
等必要支出为成本。
 企业使用和销售的存货的成本计算方法，可以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和个别计价法中选用一种。
计价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变更。
 7.转让资产、财产 企业转让资产、财产，被转让资产、财产的净值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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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税制概览(2013)(第17版)》共分二十六章分别是：中国税制的发展、中国现行税制体系、增值税
、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车船税、船舶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主要
税收优惠、国务院规定税务部门征收的非税财政收入项目、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税务行政复议、财政
、税务、海关组织机构和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划分、附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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