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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受到 COVID-19（新冠）疫情的影响及国际局势的紧张化，导致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大幅

上升，这些正是阻碍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主要原因，中国政府为促进工

业经济的稳定增长、支持中小微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在延长现有各种优惠税制

的适用期限的同时，也对原有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改使其更加有效。 

 

■ 关于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22年第 2 号「2022年 2 月 28日」发布） 

《内容》 

对 2021年第 4季度、2022 年第 1季度、第 2季度税金（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

消费税及流转税附加税）的全部（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或部分（中型企业）的纳税期限延长 6

个月。 

《对象企业》 

公告针对的“中小微制造企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分类属于制造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年销售额不到 2000 万元，中型企业年销售额在 2000 万元以上不到 4亿元的企业。 

税务申报时，根据本政策更新了电子税务系统数据，有实际申报事实的企业可以自动分类为“小

型、微型制造企业”或“中型制造企业”。 

【2021 年第 4 季度及期间每个月的税金】 

原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关于中小制造业企业缓缴 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款的公

告》（2021年第 30号），符合要求的中小微制造企业应缴纳的全部税款（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或 50%的税款（中型企业）可延期 3个月的纳税，根据本公告，延期缴纳的期限将延长到 6

个月。 

2021 年第 4季度各月延期缴纳的税款在本公告实施前已缴纳的，已缴纳的税金（及费用）可

以申请退税，重新按照缴纳期限延长 6个月执行。 

另外，今年 1 月申报的 2021 年第 4季度的企业所得税，可以和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

清缴（期限 5月 31日）产生的补缴税金一起延至 2022 年 10月 25日缴纳。 



【2022 年第 1 季度、第 2季度各月的税金】 

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中小位制造企业，在对本公告规定的各税种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纳税申报

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申报金额的全额，中型企业申报金额的 50%，都将被缓期 6个月缴纳。 

 

■ 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进项增值税的加计抵减（発改財金［2022］271 号 〔2022

年 2 月 18日公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 11号「2022 年 3月 3日发布」） 

《内容》 

  原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 号中关于“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相关进项增

值税加计减政策”规定的优惠措施的适用期限将延长 1 年，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对象企业》 

对象行业有“生产性服务业（邮政、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业（医疗、教育

等）”对于原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从 2019 年 4月 1日起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为止取得的专用发

票可以增加 10%加以扣除（“生活性服务业”于 2019年 10月 1日以后上调至 15%）。 

《加计抵减进项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加计扣除部分的进项增值税在会计上的处理如下：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 

     贷）其他收益（等收入科目）××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和一般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减免“六税二费”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年第 3号[2022 年 3月 4日发布]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2年第 10

号[2022 年 3月 1 日发布]） 

《内容》 

  对于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在 50%的税额范围内减免资

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

用税六项税种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两项费用。 

《对象企业》 

  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和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300万元以下 

・年平均从业人员人数在 300人以下 

・年平均资产总额在 5000万元以下 

另外，本公告公布前缴纳的税款和费用可以申请退税。 

 



■小微利企业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措施的延长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3号 「2022年 3月 14 日公布」） 

《内容》 

 这是针对到 2021 年为止实施的小型微利企业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措施（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13号）将在 2022年-2024年的 3年内进一步延长。 

【2021 年实际负担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元以下的部分：（所得 x1/8）x20%・・・实际税率 2.5% 

・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元-300万元的部分：（所得 x1/2）x20%・・・实际税率 10% 

【2022 年实际负担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元以下的部分：（所得 x1/8）x20%・・・实际税率 2.5% 

・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元-300万元的部分：（所得 x1/4）x20%・・・实际税率 5% 

如上所述，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元-300万元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从 2022年起又进一步得到了减

轻。 

《对象企业》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300万元以下 

・年平均从业人员人数在 300人以下 

・年平均资产总额在 5000万元以下 

 

另外，和以往一样，需要注意的是本优惠政策不适用于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300万元的企业。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