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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住宿业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

行业。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餐饮、住宿等行业就业容量大、受疫情影响

重，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以倾斜，支持这些

行业企业挺得住、过难关、有奔头。当前，

餐饮、住宿业承受着来自成本与市场的双重

压力，为支持疫情防控，帮助企业纾困发

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住宿餐饮纳税人

的税收优惠政策。

住宿餐饮业【小规模纳税人】



自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
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5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
销售额未超过45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元，
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15万元的，其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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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税收优惠

【政策内容】

【政策要点】

【政策要点】

【热点问题】

（一）学校食堂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伙食费收入免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以及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
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的其他个人。

增值税的小微政策适用对象是哪些？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
定》第一条第八款规定：“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八）从事学历教育的
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3.提供教育服务免征增值税的收入，是指对列入规定
招生计划的在籍学生提供学历教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具体包括：经有关部门
审核批准并按规定标准收取的学费、住宿费、课本费、作业本费、考试报名
费收入，以及学校食堂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伙食费收入。除此之外的收入，
包括学校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不属于免征增值税的范围。

学校食堂是指依照《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令第14号）管理的学校食堂。”

因此，企业承包学校食堂，由学校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符合上述规
定，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伙食费收入免征增值税。

学校食堂是指依照《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令第14号）管理的学校食堂。

（二）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承包学校食堂能否享受免缴增值税优惠？

学校食堂具体有什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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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小微优惠的
销售额以差额前还是差额后销售判断？

3

A公司为按月申报的住宿业小规模纳税人，2022年1月提供住宿服

务取得不含税销售额11万元，销售不动产2万元，均开具了增值税普通

发票。合计销售额为13（=11+2）万元，未超过15万元免税标准，因

此，A公司提供住宿服务和转让不动产取得的销售额13万元，符合优惠

享受条件，2022年1月应纳增值税额为0。

B公司为按月申报的餐饮业小规模纳税人，2022年2月提供餐饮服

务取得不含税销售额8万元，销售不动产13万元，均开具了增值税普通

发票。合计销售额为21（=8+13）万元，剔除销售不动产后的销售额

为8万元，因此，该纳税人提供餐饮服务对应的销售额8万元可以享受

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销售不动产13万元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

税。2022年2月应纳增值税额为0.65(=1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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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增值税小微优惠政策？2

案
例
一

案
例
二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
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政策。《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中的“免税销售额”相关栏次，填写差额后的销售额。

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中销售额如实填列，注意区分列次是货物及劳
务还是服务、不动产及无形资产，月销售额不超过15万元（按季45万）
的销售额填写在主表第9栏，企业和非企业性单位纳税人，不含税销售额
填写在主表第10栏;个体工商户填写主表在第11栏;第17栏【本期免税
额】=第9栏×适用征收率;第18栏【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额】=第10栏×
适用征收率;第19栏【未达起征点免税额】=第11栏×适用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中销售额如实填列，注意区分列次是货物及劳
务还是服务、不动产及无形资产，把自开及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
税销售额填写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栏次，第15栏【本期
应纳税额】=第1栏×适用征收率+第4栏×适用征收率;第20栏【应纳税
额合计】=第15栏-第16栏。

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中销售额如实填列，注意区分列次是货物及劳
务还是服务、不动产及无形资产。

增值税普通发票按以下方式填列：销售额填写在主表第9栏，企业和
非企业性单位纳税人，不含税销售额填写在主表第10栏;个体工商户填写
主表在第11栏;第17栏【本期免税额】=第9栏×适用征收率;第18栏【其
中：小微企业免税额】=第10栏×适用征收率;第19栏【未达起征点免税
额】=第11栏×适用征收率。

增值税专用发票按以下方式填列：把自开及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含税销售额填写在【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栏次，第15栏【 
本期应纳税额】=第1栏×适用征收率+第4栏×适用征收率;第20栏【应
纳税额合计】=第15栏-第16栏。

（1）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15万元（季45万），开具了增
值税普通发票如何填写申报表？

（2）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15万元（季45万），开具了增
值税专用发票如何填写申报表？

（3）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15万元（季45万），既开具了
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如何填写申报表？

4 适用增值税小微优惠政策如何填写申报表？

免税销售额



某酒店属于按季度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1年2季度提供

住宿服务，适用3%征收率。自2020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

值税。因此，该酒店可以减按1%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2021年2季

度提供住宿服务共取得不含增值税销售额200万元并开具了1%征收率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该酒店2季度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200万元

×1%=2万元。

某酒店属于按季度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2年2季度提供

住宿服务，适用3%征收率。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因此，该酒店无需缴

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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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3%征收率减免政策

自2020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
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
停预缴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5万元
(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45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的
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小
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或者“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次，如果没有其他免税项
目，则无需填报《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元的，免征
增值税的全部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对应栏次。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

【政策内容】

【政策要点】

适用对象是哪些？1

案
例
1

案
例
2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次免税政策，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
应当如何填写相关免税栏次?

2 

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是否适用免税政策，应根据
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进行判断，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
率的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22年4月1日至12月31日的，方可适用免
税政策，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22年3月31日前的，则应按照此前相关政策规
定执行。

小规模纳税人取得的适用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是否均可以享
受免税政策?

3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据
此，本公告第一条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
享受免税政策的，可以开具免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享受免税政
策后，应如何开具发票?

4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可以选择放弃免
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对部分或者全部应税销售
收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当开具征收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规定
计算缴纳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是否可以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可
以开具，应按照什么征收率开具专用发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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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点】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一）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分档计算。对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以内（包含100万）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相当于2022年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100万以内
部分按照2.5%来交税，100-300万元部分按照5%交税。

【政策内容】

小型微利企业无论按查账征
收方式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
所 得 税 ， 均 可 享 受 上 述 优 惠 政
策。

是否只有查账征收的纳
税人才可以享受小型微
利企业优惠政策？

2

小型微利企业的实际应纳所得税额和减免税额的计算方法是
什么?

3

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
元的部分，分别减按12.5%、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

A企业经过判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2022年第1季度预缴企业

所得税时，应纳税所得额为50万元，那么A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50×12.5%×20%=1.25万元。减免税额=50×25%-1.25=11.25万元。第

2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相应的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为150万元，那么A

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100×12.5%×20%+(150-100)×25%×20%=2.5+

2.5=5万元。减免税额=150×25%-5=32.5万元。

案
例

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是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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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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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小型微利企业的资产总额、从业人数、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指标是怎么判断？

4

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暂按当年度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资
产总额、从业人数计算方法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截至本期末季度平均值＝截至本期末各季度平均值之和÷相应季度数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计算上述指标。

A企业2020年成立，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2021年各季度的

资产总额、从业人数以及累计应纳税所得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案例１

A企业在预缴2021年度企业所得税时，判断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

业条件的具体过程如下：
解析

季度

�

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万元） 应纳税所得
额（累计值，

万元）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第 1 季度 120 200 2000 4000 150

第 2 季度 400 500 4000 6600 200

第 3 季度 350 200 6600 7000 280

第 4 季度 220 210 7000 2500 350

指标 第 1 季度 第 2 季度 第 3 季度 第 4 季度

从业
人数

季初 120 400 350 220

季末 200 500 200 210

季度平均
值

（120+200）
÷2=160

（400+500）
÷2=450

（350+200）
÷2=275

（220+210）
÷2=215

截至本期
末季度平

均值
160

（160+450）
÷2=305

（160+450+275）
÷3=295

（160+450+
275+215）

÷4=275

B企业2021年5月成立，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2021年各季

度的资产总额、从业人数以及累计应纳税所得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案例2

季度

�

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万元）
应纳税所得额（累计

值，万元）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第 2 季度 100 200 1500� 3000� 200�

第 3 季度 260 300 3000� 5000� 350�

第 4 季度 280 330 5000 6000 280

指标 第 1 季度 第 2 季度 第 3 季度 第 4 季度

资产
总额
（万
元）

季初 2000 4000 6600 7000

季末 4000 6600 7000 2500

季度平均
值

（2000+4000）
÷2=3000

（4000+6600）
÷2=5300

（6600+7000）
÷2=6800

（7000+2500）
÷2=4750

截至本期
末季度平

均值
3000

（3000+5300）
÷2=4150

（3000+5300
+6800）

÷3=5033.33

（3000+5300+
6800+4750）
÷4=4962.5

应纳税所得额
（累计值，万元）

150 200 280 350

判断结果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从业人数超
标）

（资产总额超标）
（应纳税所得额超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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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企业在预缴2021年度企业所得税时，判断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的具体过程如下：解析

指标 第 2 季度 第 3 季度 第 4 季度

从业
人数

季初 100 260 280

季末 200 300 330

季度平均值
（100+200）

÷2=150
（260+300）

÷2=280
（280+330）÷2=305

截至本期末季
度平均值

150
（150+280）

÷2=215
（150+280+305）÷3=245

资产
总额
（万
元）

季初 1500 3000 5000

季末 3000 5000 6000

季度平均值
（1500+3000）

÷2=2250
（3000+5000）

÷2=4000
（5000+6000）÷2=5500

截至本期末季
度平均值

2250
（2250+4000）

÷2=3125
（2250+4000+5500）

÷3=3916.67

应纳税所得额 ( 累计
值，万元 )

200 350 280

判断结果 符合
不符合（应纳税
所得额超标）

符合

（二）减免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
31日， 对在经济区内（南宁、北
海、防城港、钦州、玉林和崇左6个
设区市所辖行政区域）新注册开
办，除国家限制和淘汰类项目外的
小型微利企业，自其取得第一笔收
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免征属于地方
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5年。

【政策内容】

【政策要点】

免征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如何计算税收优惠？1

除特殊情况外，中央与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按中央分享60%，地方
分享40%执行。以小型微利企业为例说明如何计算：

广西南宁市的A企业2022年1月成立，经过判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2022年第1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为50万

元，那么A企业应纳所得税额=50×2.5%=1.25万元。

同时适用免征地方分享部分政策，因此，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50×2.5%×（1-40%）=0.75万元。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上少缴40%

的税款。

由此看来，如果企业是2021年起在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

玉林和崇左六个城市设立的，当所得额不超100万元相当于按1.5%来计

算！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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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采用“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
理方式。

全行业都可以享受。

广西南宁市的B企业2022年1月成立，经过判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2022年第1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50

万元，那么A企业应纳所得税额=100×2.5%+50×5%=5万元。

同时适用免征地方分享部分政策，因此，实际应纳所得税额=5×

（1-40%）=3万元。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上少缴40%的税款。

案例2

享受免征地方分享企业所得税政策是否需要备案？2
指中小微企业，具体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符合以下条件的企

业：

单位价值在500万元以上的资产扣除政策，针对哪些行业？2

（三）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政策

1.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
（设备、器具即：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单位价值不超过5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
分年度计算折旧。

2.中小微企业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置的设
备、器具，单位价值在500万元以上的，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例自愿选择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其中，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最低折旧年限
为3年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的100%可在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最低折旧年
限为4年、5年、10年的，单位价值的50%可在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其余
50%按规定在剩余年度计算折旧进行税前扣除。

【政策内容】

【政策要点】

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一次
性扣除政策针对什么行业？

1

信息传输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
或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2亿元以下;

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亿元以下;

(一)

(二)

(二) 其他行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

企业于2022年1月购入价值80万元二手机械设备，是否可以
享受一次性扣除政策？

3

政策中所说的“新购入”的“新”，指
时间上的新，是区别于原已购进的固定资
产，不是规定非要购进全新的固定资产，使
用过的旧的固定资产也可以，只要购入时间
是政策执行期内就可以了。而购入的时间，
是以设备发票开具时间为准的，采取分期付
款或赊销方式取得设备的，以设备到货时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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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500万元以下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时，企业所得税年度
申报时如何填报《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4

A企业于2021年9月购买价值100万元的汽车并于当月投入使用，享

受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则需要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

时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7年

版，2021年修订)》中《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的第11行

“（四）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填列。

假设该汽车无净残值，会计按照4年计提折旧，税法规定汽车的最

低折旧年限为4年，2021年会计累计折旧额=1000000/4/12×3=62500

元，2021年10月一般规定计算的折旧额==1000000/4/12=20833.33元，

2021年税收折旧额=1000000元。

案例

三、个人所得税优惠

 个体工商户应纳税所得不超过100万元部分个人所得税减半征收

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个人
所得税。个体工商户不区分征收方式，均可享受。

【政策内容】

【政策要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适用个人所得税“经
营所得”的范围包括：

但是本项优惠政策的主体仅包括个体工商户，并非适用个人所得税“经营所
得”计税方式的全部纳税人，即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
税的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以及个人取得（2）、
（3）、（4）项所得不属于可以适用该项新政的对象和范围。

哪些纳税人可以享受这项减半政策？  1

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
业的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境内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的所
得;
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个人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
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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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张某同时经营个体工商户A和个体工商户B，年应纳税所得

额分别为80万元和50万元，那么张某在年度汇总纳税申报时，可以享

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元。
案例

纳税人李某经营个体工商户C，年应纳税所得额为80000元(适用税

率10%，速算扣除数1500)，同时可以享受残疾人政策减免税额2000

元，那么李某该项政策的减免税额=[(80000×10%-1500)-2000]×

(1-50%)=2250元。

案例

个体工商户在预缴和汇算清缴所
得税时均可享受减半政策，享受政策
时无需进行备案，通过填写个人所得
税纳税申报表和减免税事项报告表相
关栏次，即可享受。对于通过电子税
务局申报的个体工商户，税务机关将
自动为其提供申报表和报告表(仅个
人所得税)中该项政策的预填服务。
实行简易申报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
户，税务机关按照减免后的税额进行
税款划缴。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序是怎样的?2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纳税人从两处以上取得经营所得的，应当选择向其中一
处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年度汇总申报。若个体工商户从两处以上取
得经营所得，需在办理年度汇总纳税申报时，合并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
所得额，重新计算减免税额，多退少补。举例如下：

取得多处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如何享受优惠政策?3

减免税额=(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的应纳税
额-其他政策减免税额×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
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0%)

个体工商户的减免税额怎么计算?4

LIST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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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享受“六税两费”优惠的纳税人包括：

全部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合伙企
业等);

适用对象是哪些?1

小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适用“六税两费”减征优惠是否
有限制?

2

四、“六税两费”减征优惠 五、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免征政策

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
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50%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是否盈
利，无论盈利多少，只要在优惠期间，纳税人一直属于小规模纳税人或个体工商
户，均可享受优惠，没有任何行业和其他指标的限制。

如果公司既是小规模纳税人，同时又是小型微利企业，只需按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享受“六税两费”减征优惠即可。

月销售额不超10万（季度30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
否需要缴纳附加费？

2

只要销售额符合上述规
定，不论取得销售收入时开
具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
普通发票，也无论从事什么
行业，都可以享受这项免征
优惠。

【政策内容】

自2016年2月1日起，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元（按季度纳税
的季度销售额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

【政策内容】

【政策要点】

（1）

全部的个体工商户(包括小规模、一般纳税人);（2）

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的一
般纳税人不在内。

（3）

自2016年2月1日起，无论是小规
模还是一般纳税人均适用此政策。

【政策要点】

适用对象及时间？

1

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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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人(含)以下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的享受对象？1

【政策要点】

六、水利建设基金减免政策 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

1.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
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2.将残疾人保障金由单一标准征收调整为分档征收，自2020年1月1日
起至2022年12月31日，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分档减缴政策。其中：用
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未达到1.5%的，按规定应
缴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1%
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3.允许停产6个月以上或年度亏损额超过注册资金30％的企业，申请减
免残保金。

【政策内容】

该政策针对企业纳税人才可以享受，不
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
业。目前，税务部门征收系统已能按照“注
册登记类型”自动识别出应享受优惠的用人
单位，但用人单位要注意核实本单位的注册
登记类型是否正确，是否存在把企业选为事
业单位等情况。

1.自2016年2月1日起，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元（按季度纳
税的季度销售额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水利建设基金。

2.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所属期)，减半征收地方水利建
设基金。(即按销售收入的0.5‰进行征收)。

减半征收计算案例：某按月申报的企业2022年1月提供餐饮服务取得不含税

销售额80万元，水利建设基金享受减半征收，则需要缴纳的水利建设为

80*1‰*50%=0.04万元。

3.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所属期)，对注册在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含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范围内，从事合法经营的企业免
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4.2022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所属期）对我区所有征收对象
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免征期间的申报注意事项：

（1）2022年4月 1日至2026年12月 31日（所属期）对我区所有征收
对象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免征期间无需申报。

（2）2022年1-3月（所属期）及以前年度未申报缴费的需据实补报补
缴。

（3）个体工商户为按年缴交，应在2022年6月30日前申报2022年度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政策内容】

（2022年度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应缴费额按1-3月减半、4-12月免征计算。

某缴费人为城镇类个体工商户，应缴地方水利建设基金100元/年，则其2022

年度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应缴费额为：

100元（全年应缴费额）×3/12（2022年1-3月）×50%（减半征收）=12.5元

缴费人通过电子税务局申报时，系统自动带出减免费额。）

例



2423

【政策要点】

（一）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学
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二）自2018年5月1日起，对按万分之五税率贴花的资金账簿减半征收印
花税，对按件贴花五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高校学生公寓，是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
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

企业享受该免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载有
房产原值的相关材料、房产用途证明、租赁合同等资料留存备查。

分档减缴计算案例3

某企业2021年的在职职工人数为50人，工资总额250万元，企业2021年度
没有安置残疾人，企业应缴纳2021年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多少？（在职职工年
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2倍）

计算公式：未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残保金计算公式可简化为：残保金
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1.5%。优惠政策：用人单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比例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因此，该企业应缴纳2021年度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为2500000×1.5%×
90%=33750元。

安置残疾人就业比例
达到1.5%的免征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

用人单位按规定安置残疾人
还需要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政策吗？

2 八、印花税优惠

甲公司2022年1月份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增加了1000万，应按“资

金 账 簿 ” 缴 纳 印 花 税 ， 此 时 该 公 司 应 缴 纳 的 印 花 税 为 2 5 0 0

（=10000000×0.0005×50%）元，如果该公司同时符合“六税两费”

减 半 征 收 政 策 ， 可 以 叠 加 享 受 ， 则 应 缴 纳 的 印 花 税 为 1 2 5 0

（=2500×50%）元。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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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政策要点】

高校学生公寓，是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
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

企业享受该免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载有
房产原值的相关材料、房产用途证明、租赁合同等资料留存备查。

九、房产税 十、军队转业干部、随军家属、退役士兵、重
        点群体、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内容】

军队转业干部、随军家属、退役士兵、重点群体、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税收优惠

1

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其提供的应
税服务3年内免征增值税。

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自领取税务登记
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

从事个体经营的随军家属，自办理税务登记事项之日起，其提供的应税
服务3年内免征增值税。

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
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创业
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
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
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
按每户每年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一）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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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雇佣军队转业干部、随军家属、退役士兵、重点群体、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税收优惠

2

（1）为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凡安置自主择
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占企业总人数60%（含）以上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
其提供的应税服务3年内免征增值税。

（2）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其
提供的应税服务3年内免征增值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随军家属必须占
企业总人数的60%（含）以上，并有军（含）以上政治和后勤机关出具的证明。

（3）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
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
为每人每年9000元。

（4）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
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
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人员，与其签订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
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7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