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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
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２〕５５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现将纳税人资产重组中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公告
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原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

程中，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以下称“新纳税人”），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其

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转至新纳税人处继

续抵扣。

二、原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认真核查纳税人资产重组相

关资料，核实原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

税额，填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

（见附件）。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一式

三份，原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交纳税人一份，传递新

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一份。

三、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将原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传

递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与

纳税人报送资料进行认真核对，对原纳税人尚未抵扣的进项税

额，在确认无误后，允许新纳税人继续申报抵扣。

本公告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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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

（编号：×××县（市、区）国税资产重组留抵通知××号）

原纳税人名称 原纳税人工商执照登记号

原纳税人识别号
原纳税人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时间
年 月

新纳税人名称 新纳税人工商执照登记号

新纳税人识别号
新纳税人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时间
年 月

原纳税人最后一次增

值税纳税申报所属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批准注销税务

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尚未抵扣的留抵

进项税额

　经审核，该纳税人在我局注销时，有尚未抵扣的
进项留抵税额合计（大写 ） ￥ 元。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税务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货物和劳务税科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局长意见：

（局章）

年　月　日

　　注：１、原纳税人是指资产重组行为中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
转出的纳税人，新纳税人是指资产重组行为中承接原纳税人全部资产、负

债和劳动力的纳税人。

２、本表由原纳税人税务机关填写并盖章确认，一式三份。原纳税人
主管税务机关、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新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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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２〕５３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

　　现对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入征

收个人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０〕１４９号）第
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作为律师事务所雇员的律师从其分成收入中

扣除办理案件支出费用的标准，由现行在律师当月分成收入的

３０％比例内确定，调整为３５％比例内确定。
实行上述收入分成办法的律师办案费用不得在律师事务所

重复列支。前款规定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执行。

二、废止国税发〔２０００〕１４９号第八条的规定，律师从接受法
律事务服务的当事人处取得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等收入，应

并入其从律师事务所取得的其他收入，按照规定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

三、合伙人律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凭合法有效凭据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规定扣除费用；对确实不能提供合法

有效凭据而实际发生与业务有关的费用，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后，

可再按下列标准扣除费用：个人年营业收入不超过５０万元的部
分，按８％扣除；个人年营业收入超过５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的部
分，按６％扣除；个人年营业收入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部分，按５％
扣除。

不执行查账征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前款规定自２０１３年
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执行。

四、律师个人承担的按照律师协会规定参加的业务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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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据实扣除。

五、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发生的其他费用和列支标准，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

（试行）〉的通知》（国税发〔１９９７〕４３号）等文件的规定执行。
六、本公告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硝基复合肥
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２〕５２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

　　为明确政策，加强管理，现将硝基复合肥有关增值税问题公
告如下：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若干农业生产资料征免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１〕１１３号）的有关规定，生产含
硝态氮的复合肥（俗称硝基复合肥）的中间产品熔融态氮肥属

于氮肥的一种，在此基础上生产的硝基复合肥，应根据财税

〔２００１〕１１３号文件中免税化肥成本占该硝基复合肥原料中全部
化肥成本的比重是否高于７０％的规定，确定其是否属于免税的
复合肥。

硝基复合肥，是以煤、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经氨氧化、

吸收、浓缩后与氨反应生成熔融态氮肥，再加入磷肥、钾肥后造

粒，最终形成的氮、磷二元素复合肥或氮、磷、钾三元素复合肥。

本公告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但尚未处
理事项可按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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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
《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

出具〈税务证明〉申请表》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２〕５４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为适应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的需要，现就税务机关
出具对外支付税务证明申请表的修改问题公告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

税务证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８〕１２２号）的附件１
即《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证明〉申请表》（以下简

称《申请表》）中的“本次付汇金额涉税情况”中增加“已缴纳增

值税”和“增值税税率”两栏，详见附件。

附件：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证明》申请表

（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

进行融资等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２〕８２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西

藏、宁夏、青海省（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务局：

经研究，现就近期各地反映的契税政策执行中若干问题通

知如下：

５



一、对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承受承租人房屋、

土地权属的，照章征税。对售后回租合同期满，承租人回购原房

屋、土地权属的，免征契税。

二、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为最终与

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出让合同的土地使用权承受人。

三、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有关规定征收居民房屋，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而选择货

币补偿用以重新购置房屋，并且购房成交价格不超过货币补偿

的，对新购房屋免征契税；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的，对差

价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而选择房屋产

权调换，并且不缴纳房屋产权调换差价的，对新换房屋免征契

税；缴纳房屋产权调换差价的，对差价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

四、企业承受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并在该土地上代

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计税价格为取得全部土地使用权的成

交价格。

五、单位、个人以房屋、土地以外的资产增资，相应扩大其在

被投资公司的股权持有比例，无论被投资公司是否变更工商登

记，其房屋、土地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六、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将其个人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

移至个体工商户名下，或个体工商户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

转回原经营者个人名下，免征契税。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合伙

企业名下，或合伙企业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合伙人

名下，免征契税。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城镇房屋拆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５〕４５号）第二
条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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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关于跨省合资铁路企业

跨地区税收分享入库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２０１２〕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财

政厅（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

（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中心

支行：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铁
路运输企业税收收入划分办法的通知》（财预〔２０１２〕３８３号）的
规定，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调整铁路运输企业税收收入划分
办法。为做好跨省合资铁路税收分享入库工作，保证分享税收

在各地及时足额入库，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分享税收的征收缴库

（一）分享方式。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合资铁路企

业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款（欠税、查补税款和罚款，下

同），应按中央财政核定的分配比例在相关省进行分配，由相关

省负责缴库的主管税务机关分别办理征缴。分配的税款如超过

限缴期限缴纳，相关省的主管税务机关需加收滞纳金。

（二）征缴职责。跨省合资铁路企业属于非注册地的营业

税由非注册地地方税务局负责办理征缴，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

务局或地方税务局负责办理征缴（注册地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

务局征缴的，则非注册地企业所得税也由国家税务局征缴；注册

地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缴的，则非注册地企业所得税也

由地方税务局征缴）。跨省合资铁路企业在非注册地办理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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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企业所得税征缴的主管税务机关（以下简称非注册地主管

税务机关）由该省的省国家税务局或省地方税务局确定；跨省

合资铁路企业在非注册地某一税种的主管税务机关在该省应当

唯一。

（三）缴库流程。跨省合资铁路企业在计算完应缴纳的营

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后，根据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按分配比例计

算确定的注册地和非注册地应缴库金额，分别就地办理缴库。

需向注册地国库缴纳的税款，由跨省合资铁路企业直接在注册

地，向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对应的国库缴纳；需向非注册地国库

缴纳的税款，由跨省合资铁路企业以汇款方式汇入非注册地主

管税务机关对应国库的“待缴库税款”专户。汇款凭证“收款人

全称”栏填写收款国库名称，“汇款人全称”栏填写汇款人名称，

“汇款用途”栏内注明“××（纳税人）缴纳 ××（税务机关）税
款”的字样。

国库收到待缴库税款后，在当日或次日向非注册地主管税

务机关发送加盖国库业务转讫章的收账回单。非注册地主管税

务机关应在收到收账回单的当日或次日，根据纳税申报表、税务

处理决定书等税收应征凭证，分税种、分纳税人填开税收缴款书

（以下简称：缴款书），将税款解缴入库。国库对收到的缴款书

审核无误后，在缴款书回执联上加盖业务转讫印章，在收据联上

加盖国库业务专用章，连同报查联转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其

余联次作记账凭证。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收到国库转回的缴

款书收据联后及时交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以便注册地主管税

务机关掌握纳税人在非注册地税收分享入库情况，注册地主管

税务机关并应及时将缴款书收据联转交给纳税人作完税凭证。

（四）科目使用和预算级次。开具缴款书缴纳营业税时，缴

款书预算科目填列“１０１０３０１０２跨省合资铁路营业税”，预算级
次填列 “地方级”；缴纳企业所得税时，预算科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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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４３３１７跨省合资铁路企业所得税”，预算级次填列“中央
６０％，地方 ４０％”。营业税涉及的滞纳金和罚款收入，填列
“１０１０３２０营业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预算级次填列“地方
级”；企业所得税涉及的滞纳金和罚款收入，按企业登记注册类

型填列１０１０４５０项“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
入”下的有关目级科目名称及代码，预算级次填列“中央６０％，
地方４０％”。收款国库填列与税务机关相对应的国库。

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及对应国库在办理跨省分享税收征

缴、入库以及对账等有关事项时，应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待缴库税款收缴管理办法〉
的通知》（银发〔２００５〕３８７号）执行，确保税收资金安全。

二、关于分享税收的退库

按规定由税务部门负责审批办理的应退还跨省合资铁路企

业的税款，由跨省合资铁路企业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批总退

税金额，并将审批决定和企业退税申请书、完税凭证等有关退税

材料复印件及时转交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缴纳税款时

的分配比例由注册地、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分别根据注册地

审批的退税总金额审核当地应退税金额并办理退库。注册地、

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分别开具收入退还书，后附退库申请书

及有关文件依据，提交当地对应的国库，原则上应向国库提供原

完税凭证复印件。注册地国库经审核无误后，将退税款项直接

汇给跨省合资铁路企业账户，并向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反馈收

入退还书相应联次；非注册地国库经审核无误后，将退税款项通

过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汇入跨省合资铁路企业账户，并向非注

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反馈收入退还书相应联次。非注册地主管税

务机关收到非注册地国库反馈的收入退还书相应联次后，及时

将收入退还书第四联转交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注册地主管税

务机关负责把各地开具的收入退还书第四联统一交跨省合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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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企业。

三、关于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对分享税收的知情权

（一）跨省合资铁路企业向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

登记后，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将税务登记代码、企业名称、开

户银行、分享税收的纳税期限、申报和缴纳期限等税务登记有关

资料副本转交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

（二）跨省合资铁路企业向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分享

税收纳税申报的同时，应将纳税申报表及其他申报资料的副本

抄送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　
（三）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对跨省合资铁路企业税收进行

税务检查时，凡涉及查补（退）税款和罚款的，注册地主管税务

机关应将税务处理（处罚）决定书副本及时转交非注册地主管

税务机关。

（四）审计和财政等外部门对跨省合资铁路企业税收进行

审计检查时，凡涉及查补（退）税款和罚款的，注册地主管税务

机关应将审计、财政处理决定书副本及时转交非注册地主管税

务机关。

（五）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需了解跨省合资铁路企业分

享税收有关情况时，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告知。

四、关于税收会统核算

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和非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规定

的各地税款分配比例和分享税收，根据相应的原始凭证，分别核

算各自的税款应征、入库、欠缴和退税等情况。跨省合资铁路企

业的重点税源监控工作由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

本通知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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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
房建生活单位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２〕９４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北京、

西藏、宁夏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支持铁路运输体制改革和发展，加速铁路政企分开，促进

铁路房建生活单位改革，经国务院批准，现对改制后铁路房建生

活单位营业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经铁道部或者各铁路局批准改制的铁路房建生活单

位（具体名单见附件），为铁道部所属铁路局［含广州铁路（集

团）公司、青藏铁路公司］及国有铁路运输控股公司提供营业税

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自改制之日起３年内免征营业税。
二、按照本通知规定享受营业税优惠政策的企业，自２０１１

年１月１日至发文之日已缴纳的应予免征的营业税，可以从以
后应缴的营业税税款中抵减。

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改革后铁路房建生活单
位暂免征收营业税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７〕９９号）、《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发第二批铁路房建生活单位改制后企业名单

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８〕１８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
布第三批免征营业税的改制铁路房建生活单位名单的通知》

（财税〔２００９〕２１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第四批
免征营业税的铁路房建生活单位改制后企业名单的通知》（财

税〔２０１０〕１４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第五批免
征营业税的改制后铁路房建生活单位名单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０〕１２０号）相应废止。
附件：改制后铁路房建生活单位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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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行
２０１２年印花税票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２〕５６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２０１２年中国印花税票《故宫珍宝》已印制完成并开始发行，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税票图案内容

２０１２年版印花税票以“故宫珍宝”为题材，一套９枚，各面
值（图名）分别是：１角（清·粉彩紫地勾莲纹如意耳葫芦式
瓶）、２角（元·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藏草瓶）、５角（清·描金彩漆
丹凤图瓶）、１元（清·剔红芙蓉纹瓶）、２元（清·青花釉里红折
枝三果纹扁瓶）、５元（清·金嵌珠宝金瓯永固杯）、１０元（汉·
玉长乐谷纹璧）、５０元（清·珐琅彩天蓝地折枝花卉纹灯笼式
瓶）、１００元（清·金錾云龙纹嵌珠宝葫芦式执壶）。

二、税票规格与包装

２０１２年版印花税票打孔尺寸为３０ｍｍ×４０ｍｍ，齿孔度数为
１３．５×１３．５，每版２０枚，每版成品尺寸１５０ｍｍ×２４０ｍｍ，整版票
左右两边出孔到边。图案左下角印有“２０１２”，右上侧印有“中
国印花税票ＣＨＩＮＡ”，右下角印有“（９－Ｘ）”，表明按票面金额
从小到大的顺序号。

印花税票每种面值的包装均为每张２０枚，１００张一包，５包
一箱，每箱计１００００枚（２０枚×１００张×５包）。

三、税票防伪措施

（一）采用６色影写凹版印刷；
（二）采用特制红色防伪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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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椭圆形异形齿孔，左右两边居中；

（四）采用１００（±２）ｇ／ｍ２防伪荧光点邮票纸；
（五）每版税票右下角喷７位连续墨号。

四、２０１２年版印花税票发行量

２０１２年版印花税票《故宫珍宝》共发行１．０５亿枚。各面值
发行量分别为：

１角票４００万枚，２角票１００万枚，５角票３００万枚，１元票
１４００万枚，２元票５００万枚，５元票４０００万枚，１０元票１６００万
枚，５０元票４００万枚，１００元票１８００万枚。

五、其他有关事项

２０１２年版印花税票自公告之日起启用；以前年度发行的各
版中国印花税票仍然有效。

特此公告。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国内投资项目
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的公告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８３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积极鼓励企业引进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技术设备，统筹兼顾对

外开放和国内发展，促进先进技术引进和企业自主创新，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在广泛收集、整理

各地方、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意见的基础上，针对《国内投

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２００８年调整）》（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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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目录》）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２００８年目录》中的部分
条目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

目录（２０１２年调整）》（以下简称《２０１２年目录》），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近年来国内装备制造水平和相关产业发展的变化，

对《２００８年目录》中部分条目所列技术规格进行了相关调整。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对《２００８年目录》中
部分条目所列税则号列进行了相应调整和修正，同时对部分商

品的名称等内容进行了调整和修正，调整后形成的《２０１２年目
录》详见附件。

二、《２０１２年目录》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即２０１３年１
月１日及以后新批准的国内投资项目（以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
案日期为准，下同），其进口设备一律按照《２０１２年目录》执行。

为保证老项目顺利实施，对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以前批准的国
内投资项目，其进口设备在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及以前申报进口
的，仍按照《２００８年目录》执行。但对于有关进口设备按照
《２００８年目录》审核不符合免税条件的，而按照《２０１２年目录》
审核符合免税条件的，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可以按照《２０１２
年目录》执行。货物已经征税进口的，不再予以调整。自２０１３
年７月 １日起，国内投资项目项下申报进口的设备一律按照
《２０１２年目录》执行。

三、现行政策对国内投资项目项下进口设备的免税条件另有

规定的，有关进口设备仍需执行相关规定。但此前公布实施的

《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２０１２年修订）》中相
关装备和产品的技术指标与《２０１２年目录》不一致的，以《２０１２年
目录》所列技术规格为准，并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一并调整。

附件：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２０１２年修
订）（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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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
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财预〔２０１２〕４５３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５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

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

中心支行：

为更好落实《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印发〈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２０１２〕４０号），现对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关于分支机构查补收入的归属。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自行对二级分支机构实施税务检查，二级分支机

构应将查补所得税款、滞纳金、罚款地方分享部分的５０％归属
该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就地办理缴库；其余５０％分摊给总机
构办理缴库，其中，２５％归属总机构所在地，２５％就地全额缴入
中央国库，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在各地区间分配。

二、关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的归属。除查补税款滞纳

金、罚款收入实行跨地区分享外，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缴纳的其

他企业所得税滞纳金、罚款收入不实行跨地区分享，按照规定的

缴库程序就地缴库。

三、关于预算科目的调整。将财预〔２０１２〕４０号文件和２０１３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１０１０４５０项名称修改为“企业所得税
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入”。１０１０４５０项下０１目名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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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内资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入”；０２目
名称修改为“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

加收利息收入”；０３目名称修改为“中央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
金、罚款、加收利息收入”。科目具体修改情况见附件。

四、关于缴库程序。分支机构分摊的查补税款入库的预算

科目为１０１０４４９项“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下的有关目级
科目，级次为“中央６０％、地方４０％”；滞纳金、罚款入库的预算
科目为１０１０４５０项“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
入”下的有关目级科目，级次为“中央６０％、地方４０％”。

总机构分摊的查补税款入库的预算科目为１０１０４４２项“总
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下的有关目级科目，级次为“中央６０％、
中央２０％（待分配）、地方２０％”；滞纳金、罚款入库的预算科目
为１０１０４５０项“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入”
下的有关目级科目，级次为“中央６０％、中央２０％（待分配）、地
方２０％”。国库部门收到总机构企业查补税款和滞纳金、罚款
后，将其中６０％列入中央级１０１０４４２项“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
税”下的有关目级科目和１０１０４５０项“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
罚款、加收利息收入”下的有关目级科目，２０％列入中央级
１０１０４４３“企业所得税待分配收入”下的有关目级科目，２０％列
入地方级１０１０４４２项“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下的有关目级
科目和１０１０４５０项“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
入”下的有关目级科目。

五、其他。本办法实施后，缴纳和退还２０１２年及以前年度
的企业所得税，仍按原办法执行。

财预〔２０１２〕４０号文件规定与本文规定不一致的，按本文规
定执行。

附件：２０１３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修订前后对照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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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
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２〕５７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７日

　　为加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
及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２０１２〕４０号）等文件的精神，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

理办法》。现予发布，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下

简称《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

其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征收管理法》）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
及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２０１２〕４０号）等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指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下同）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该

居民企业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以下简称汇总纳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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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除另有规定外，其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适用本办法。

国有邮政企业（包括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和直

属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包括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等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包括滞纳金、罚款）为中央收

入，全额上缴中央国库，其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铁路运输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汇总纳税企业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
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一）统一计算，是指总机构统一计算包括汇总纳税企业所

属各个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在内的全部应纳税所得额、应

纳税额。

（二）分级管理，是指总机构、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都有对当地机构进行企业所得税管理的责任，总机构和分

支机构应分别接受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管理。

（三）就地预缴，是指总机构、分支机构应按本办法的规定，

分月或分季分别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

（四）汇总清算，是指在年度终了后，总机构统一计算汇总

纳税企业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抵减总机构、分

支机构当年已就地分期预缴的企业所得税款后，多退少补。

（五）财政调库，是指财政部定期将缴入中央国库的汇总纳

税企业所得税待分配收入，按照核定的系数调整至地方国库。

８１



第四条　总机构和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二级分支机
构，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级分支机构，是指汇总纳税企业依法设立并领取非法人

营业执照（登记证书），且总机构对其财务、业务、人员等直接进

行统一核算和管理的分支机构。

第五条　以下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一）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在当地不缴纳增值税、

营业税的产品售后服务、内部研发、仓储等汇总纳税企业内部辅

助性的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其二级分支机构不就

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设立当年不就地分摊缴纳企

业所得税。

（四）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

所属企业所得税预缴期间起，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汇总纳税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章　税款预缴和汇算清缴

第六条　汇总纳税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汇总计
算的企业所得税，包括预缴税款和汇算清缴应缴应退税款，５０％
在各分支机构间分摊，各分支机构根据分摊税款就地办理缴库

或退库；５０％由总机构分摊缴纳，其中２５％就地办理缴库或退
库，２５％就地全额缴入中央国库或退库。具体的税款缴库或退
库程序按照财预〔２０１２〕４０号文件第五条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由总机构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具体核定。

汇总纳税企业应根据当期实际利润额，按照本办法规定的

预缴分摊方法计算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预缴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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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预缴；在规定期限内按实际利润额

预缴有困难的，也可以按照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１／１２或
１／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预缴分摊方法计算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
企业所得税预缴额，分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预缴。预缴

方法一经确定，当年度不得变更。

第八条　总机构应将本期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的５０％部分，
在每月或季度终了后１５日内就地申报预缴。总机构应将本期
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的另外５０％部分，按照各分支机构应分摊的
比例，在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分摊，并及时通知到各分支机构；

各分支机构应在每月或季度终了之日起１５日内，就其分摊的所
得税额就地申报预缴。

分支机构未按税款分配数额预缴所得税造成少缴税款的，

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对其处罚，并将

处罚结果通知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第九条　汇总纳税企业预缴申报时，总机构除报送企业所
得税预缴申报表和企业当期财务报表外，还应报送汇总纳税企

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和各分支机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

表（或年度财务状况和营业收支情况）；分支机构除报送企业所

得税预缴申报表（只填列部分项目）外，还应报送经总机构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各分支机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表

（或年度财务状况和营业收支情况）原则上只需要报送一次。

第十条　汇总纳税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５个月内，
由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年度应纳所得税额，扣除总机构和各分

支机构已预缴的税款，计算出应缴应退税款，按照本办法规定的

税款分摊方法计算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应缴应退税

款，分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办理税款缴库或退库。

汇总纳税企业在纳税年度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少于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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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的，应在汇算清缴期内由总、分机构分别结

清应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预缴税款超过应缴税款的，主管税务

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分别办理退税，或者经总、分机构同意后

分别抵缴其下一年度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第十一条　汇总纳税企业汇算清缴时，总机构除报送企业
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外，还应报送汇总纳税

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各分支机构的年度财务报表和各

分支机构参与企业年度纳税调整情况的说明；分支机构除报送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只填列部分项目）外，还应报送经

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

税分配表、分支机构的年度财务报表（或年度财务状况和营业

收支情况）和分支机构参与企业年度纳税调整情况的说明。

分支机构参与企业年度纳税调整情况的说明，可参照企业

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中列明的

项目进行说明，涉及需由总机构统一计算调整的项目不进行

说明。

第十二条　分支机构未按规定报送经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受理的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分支机构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责成该分支机构在申报期内报送，同时

提请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督促总机构按照规定提供上述

分配表；分支机构在申报期内不提供的，由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对分支机构按照《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属于总机构未向分支机构提供分配表的，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还应提请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对总机构按照

《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章　总分机构分摊税款的计算

第十三条　总机构按以下公式计算分摊税款：
总机构分摊税款＝汇总纳税企业当期应纳所得税额×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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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分支机构按以下公式计算分摊税款：
所有分支机构分摊税款总额＝汇总纳税企业当期应纳所得

税额×５０％
某分支机构分摊税款＝所有分支机构分摊税款总额×该分

支机构分摊比例

第十五条　总机构应按照上年度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职
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计算各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款的比

例；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其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统

一计入二级分支机构；三因素的权重依次为０．３５、０．３５、０．３０。
计算公式如下：

某分支机构分摊比例 ＝（该分支机构营业收入／各分支机
构营业收入之和）×０．３５＋（该分支机构职工薪酬／各分支机构
职工薪酬之和）×０．３５＋（该分支机构资产总额／各分支机构资
产总额之和）×０．３０

分支机构分摊比例按上述方法一经确定后，除出现本办法

第五条第（四）项和第十六条第二、三款情形外，当年不作调整。

第十六条　总机构设立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非
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二级分支机构），且该部门的营业收入、职

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与管理职能部门分开核算的，可将该部门视

同一个二级分支机构，按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并就地缴纳企业

所得税；该部门与管理职能部门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

额不能分开核算的，该部门不得视同一个二级分支机构，不得按

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汇总纳税企业当年由于重组等原因从其他企业取得重组当

年之前已存在的二级分支机构，并作为本企业二级分支机构管

理的，该二级分支机构不视同当年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按本

办法规定计算分摊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汇总纳税企业内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总机构、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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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之间，发生合并、分立、管理层级变更等形成的新设或

存续的二级分支机构，不视同当年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按本

办法规定计算分摊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分支机构营业收入，是指分支机构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经营活动实现的全

部收入。其中，生产经营企业分支机构营业收入是指生产经营

企业分支机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让渡资产使用权等取得的全

部收入。金融企业分支机构营业收入是指金融企业分支机构取

得的利息、手续费、佣金等全部收入。保险企业分支机构营业收

入是指保险企业分支机构取得的保费等全部收入。

本办法所称分支机构职工薪酬，是指分支机构为获得职工

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本办法所称分支机构资产总额，是指分支机构在经营活动

中实际使用的应归属于该分支机构的资产合计额。

本办法所称上年度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

总额，是指分支机构上年度全年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数据和上

年度１２月３１日的资产总额数据，是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
规定核算的数据。

一个纳税年度内，总机构首次计算分摊税款时采用的分支

机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数据，与此后经过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确认的数据不一致的，不作调整。

第十八条　对于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总机构和
分支机构处于不同税率地区的，先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全部应纳

税所得额，然后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比例和按第十五条计算

的分摊比例，计算划分不同税率地区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再分

别按各自的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后加总计算出汇总纳税企业

的应纳所得税总额，最后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比例和按第十

五条计算的分摊比例，向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分摊就地缴纳的企

３２



业所得税款。

第十九条　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根据经总机构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

表、分支机构的年度财务报表（或年度财务状况和营业收支情

况）等，对其主管分支机构计算分摊税款比例的三个因素、计算

的分摊税款比例和应分摊缴纳的所得税税款进行查验核对；对

查验项目有异议的，应于收到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

配表后３０日内向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书面复
核建议，并附送相关数据资料。

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必须于收到复核建议后３０日
内，对分摊税款的比例进行复核，作出调整或维持原比例的决

定，并将复核结果函复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分支机

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执行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复

核决定。

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未在规定时间内复核并函复复

核结果的，上级税务机关应对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复核期间，分支机构应先按总机构确定的分摊比例申报缴

纳税款。

第二十条　汇总纳税企业未按照规定准确计算分摊税款，
造成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之间同时存在一方（或几方）多缴另一

方（或几方）少缴税款的，其总机构或分支机构分摊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低于按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的数额的，应在下一税款缴

纳期内，由总机构将按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的税款差额分摊到

总机构或分支机构补缴；其总机构或分支机构就地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高于按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的数额的，应在下一税款缴

纳期内，由总机构将按本办法规定计算分摊的税款差额从总机

构或分支机构的分摊税款中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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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二十一条　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应依法办理
税务登记，接受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二条　总机构应将其所有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包
括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分支机构）信息报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

关备案，内容包括分支机构名称、层级、地址、邮编、纳税人识别

号及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名称、地址和邮编。

分支机构（包括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分支机构）应将其总

机构、上级分支机构和下属分支机构信息报其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备案，内容包括总机构、上级机构和下属分支机构名称、层

级、地址、邮编、纳税人识别号及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名称、

地址和邮编。

上述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除另有规定外，应在内容变化后

３０日内报总机构和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办理
变更税务登记。

分支机构注销税务登记后１５日内，总机构应将分支机构注
销情况报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第二十三条　以总机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的非法人分支机
构，无法提供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应在预缴申

报期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非法人营业执照（或登记

证书）的复印件、由总机构出具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的有效

证明和支持有效证明的相关材料（包括总机构拨款证明、总分

机构协议或合同、公司章程、管理制度等），证明其二级及以下

分支机构身份。

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对二级及以下

分支机构进行审核鉴定，对应按本办法规定就地分摊缴纳企业

所得税的二级分支机构，应督促其及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十四条　以总机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的非法人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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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无法提供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也无法提供

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相关证据证明其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身

份的，应视同独立纳税人计算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不执行本

办法的相关规定。

按上款规定视同独立纳税人的分支机构，其独立纳税人身

份一个年度内不得变更。

汇总纳税企业以后年度改变组织结构的，该分支机构应按

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报送相关证据，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重新进行审核鉴定。

第二十五条　汇总纳税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应按以下规
定申报扣除：

（一）总机构及二级分支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除应按专项

申报和清单申报的有关规定各自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外，二级分支机构还应同时上报总机构；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发

生的资产损失不需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应并入二级分

支机构，由二级分支机构统一申报。

（二）总机构对各分支机构上报的资产损失，除税务机关另

有规定外，应以清单申报的形式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三）总机构将分支机构所属资产捆绑打包转让所发生的

资产损失，由总机构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专项申报。

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对二级分支机构申报

扣除的资产损失强化后续管理。

第二十六条　对于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由分支
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管理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分支机

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审批（核）、备案管理，并通过评

估、检查和台账管理等手段，加强后续管理。

第二十七条　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对汇总纳
税企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管理，可以对企业自行实施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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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也可以与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联合实施税

务检查。

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对查实项目按照《企业所得

税法》的规定统一计算查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

总机构应将查补所得税款（包括滞纳金、罚款，下同）的

５０％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计算的分摊比例，分摊给各分支
机构（不包括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分支机构）缴纳，各分支机构

根据分摊查补税款就地办理缴库；５０％分摊给总机构缴纳，其中
２５％就地办理缴库，２５％就地全额缴入中央国库。具体的税款
缴库程序按照财预〔２０１２〕４０号文件第五条等相关规定执行。

汇总纳税企业缴纳查补所得税款时，总机构应向其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和总机

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检查结论，各分支机构也应

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经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受

理的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和税务检查结论。

第二十八条　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配合总
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对其主管二级分支机构实施税务检

查，也可以自行对该二级分支机构实施税务检查。

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自行对其主管二级分支

机构实施税务检查，可对查实项目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自行计算查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

计算查增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减除允许弥补的汇总纳税

企业以前年度亏损；对于需由总机构统一计算的税前扣除项目，

不得由分支机构自行计算调整。

二级分支机构应将查补所得税款的５０％分摊给总机构缴
纳，其中２５％就地办理缴库，２５％就地全额缴入中央国库；５０％
分摊给该二级分支机构就地办理缴库。具体的税款缴库程序按

照财预〔２０１２〕４０号文件第五条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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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纳税企业缴纳查补所得税款时，总机构应向其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经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

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和二级分支机构所在地主

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检查结论，二级分支机构也应向其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和税

务检查结论。

第二十九条　税务机关应将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分支机
构的税务登记信息、备案信息、总机构出具的分支机构有效证明

情况及分支机构审核鉴定情况、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

申报表和年度纳税申报表、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

表、财务报表（或年度财务状况和营业收支情况）、企业所得税

款入库情况、资产损失情况、税收优惠情况、各分支机构参与企

业年度纳税调整情况的说明、税务检查及查补税款分摊和入库

情况等信息，定期分省汇总上传至国家税务总局跨地区经营汇

总纳税企业管理信息交换平台。

第三十条　２００８年底之前已成立的汇总纳税企业，２００９年
起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部门应与总机构企

业所得税征管部门一致；２００９年起新增汇总纳税企业，其分支
机构企业所得税的管理部门也应与总机构企业所得税管理部门

一致。

第三十一条　汇总纳税企业不得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没有跨地区设立不具有
法人资格分支机构，仅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以下称同一地区）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其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

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参照本办法联合制定。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既跨地区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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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又在同一地区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其企业所

得税征收管理实行本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

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８〕２８号）、《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８〕７４７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地区经
营外商独资银行汇总纳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８〕９５８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汇总计算

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９〕３３号）、《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９〕２２１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华能国
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分支机构２００８年度预缴企业所得税
款问题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９〕６７４号）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

（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等报表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１
年第６４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等报表的补充公告》（税务总

局公告２０１１年第 ７６号）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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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使用的“成品油配置计划表”

有关印花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２〕５８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集团）与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在石油和石油制品的保障和供应

上，面临相同的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监管要求，为体现公平原

则，现对中国海油集团有关印花税问题公告如下：

中国海油集团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之间，中国海油集团内部各子公司之间，中国海油集团的各分公

司和子公司之间互供石油和石油制品所使用的“成品油配置计

划表”（或其他名称的表、证、单、书），暂不征收印花税。

本公告自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起施行。本公告生效前尚未处
理的可以按本规定执行。

商务部关于《２０１３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
总量、分配原则及相关程序》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２〕６１号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０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化肥进口
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我部制定了《２０１３年化肥进口关税配
额总量、分配原则及相关程序》，现予以公布，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２０１３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分配原则及相关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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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分配原则及相关程序

第一条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
２０１３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１３６５万吨。其中，尿素

３３０万吨；磷酸二铵６９０万吨；复合肥３４５万吨。
第二条　分配原则
２０１３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实行先来先领的分配方式。凡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在其经营范围内均可申

请化肥进口关税配额。

第三条　国营贸易及非国营贸易关税配额
２０１３年化肥国营贸易配额数量分别为：尿素２９７万吨，磷

酸二铵３５２万吨，复合肥１７６万吨。国营贸易企业中国中化集
团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在国营贸易总量内申请

配额。

２０１３年化肥非国营贸易配额数量分别为：尿素３３万吨，磷
酸二铵３３８万吨，复合肥１６９万吨。非国营贸易企业中国化工
建设总公司、华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非国营贸易总量内申请

配额。

其他企业根据实际进口需要选择申请国营贸易配额或非国

营贸易配额。

第四条　先来先领
企业申领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实行先来先领，直至化肥进口

关税配额总量申领完毕。企业申领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时，其可

申领的起始关税配额数量根据以往实际获得的配额设定，在起

始关税配额数量内企业可分次申领《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

企业报关进口后或将未使用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退回后，可在

不超过起始关税配额数量的范围内再次申领化肥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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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

第五条　起始关税配额数量
２０１３年起始数量以２０１２年起始数量为基础，并按以下情

况进行调整：

（一）２０１２年核销率在８０％以上的企业，上调４０％；
（二）２０１２年核销率在５０％～７９％的企业，上调２０％；
（三）２０１２年核销率在２５％～４９％的，维持不变；
（四）２０１２年核销率在２５％以下的，扣减５０％；
（五）新申请企业：起始关税配额２０００吨。
第六条　申请材料
企业向受商务部委托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机构（以下

简称关税配额管理机构）申领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时须提

供以下材料原件或副本及复印件：

（一）《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及申明报送材料真实性

的承诺函；

（二）具有法律效力的进口合同或委托代理的进口合同；

（三）银行信用证或其他付汇凭证；

（四）提单或其他能证明货物所有权的有效凭证；

（五）关税配额管理机构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六）年度内首次申领的新申请企业除提供上述规定材料

外，需同时提供年审合格的营业执照及企业代码，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需另提供批准证书。

第七条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的申请、受理及发放
各关税配额管理机构负责受理所在地企业化肥进口关税配

额申请，并在申请材料齐全后５个工作日内为符合条件的企业
签发《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同时留存企业申请材料的复

印件。

各关税配额管理机构应将新申领化肥进口关税配额企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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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照、企业代码复印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和外资企业批准证书报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并抄送商务部

配额许可证事务局。

第八条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的有效期、更改和遗失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有效期 ３个月，最迟不得超过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需要延期或者变更的，须重新办理，旧证
撤销同时换发新证，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号。《化肥进口关

税配额证明》如遗失，企业应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向原关税配额管
理机构和证面所列报关口岸办理挂失手续。核实无误后，原关

税配额管理机构签发新证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号。

第九条　已使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的核销
企业在报关进口的１０个工作日内，凭加盖企业公章的书面

核销函到关税配额管理机构预核销已使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

证明》，核销函需列明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号、报关单号、报关

数量、报关日期、报关口岸等。预核销的已使用配额不计入企业

可申领的起始关税配额数量，企业可按预核销数量再次申领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企业办理全部付汇、清关手续后，

须凭加盖海关验讫章的报关单原件到关税配额管理机构正式核

销已使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正式核销手续应在清关

后３个月内完成。
对于确需延期付汇的企业，须由企业出函说明情况，并承诺

在付汇后，持银行出具的进口承兑／付汇通知书原件到关税配额
管理机构正式核销。

第十条　未使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的退还
企业须将未使用或未全部使用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

明》在有效期满后１５个工作日内退还关税配额管理机构。企业
退回的未使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数量归入全国未使用化肥进口

关税配额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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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核销的监督管理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负责全国《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

明》核销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并将分季度监测、公布企业《化肥

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的核销率，即企业已核销数量（含预核销数

量）／企业已申领总量。
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督促关税配额管理机构提醒第一季度末

累计核销率低于２５％的企业及时交回未用配额，对第二季度末
累计核销率低于２５％的企业给予警示和警告，对第三季度末累
计核销率低于２５％的企业，采取扣减５０％起始关税配额数量、
暂停发放新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等措施。

企业全年核销率将作为该企业２０１４年起始关税配额数量
的设定依据。

第十二条　未使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量的公布
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剩余量不足年度配额总量２０％的情

况下，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将每半个月公布一次全国化肥

进口关税配额剩余数量。

第十三条　企业的相关责任
申请企业须对其报送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同时出具加盖

企业公章的承诺函。企业如有伪造、变造报送材料的行为，经查

属实后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的，将依

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

件、印章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企业有上述行为经查属实的，关税配额管理机构３年内不
受理其《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申请。

第十四条　其他
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５日起，关税配额管理机构受理化肥进口

关税配额申请并发放２０１３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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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经营继续执行国营贸易和非国营贸易管理。

第十五条　本公告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附件：

１．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税目、税率表（略）
２．商务部委托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机构（略）

商务部关于对欧盟
多晶硅反倾销立案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２〕７１号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

　　商务部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日收到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江西赛维 ＬＤＫ光伏硅科技有限公司、洛阳中硅高科技
有限公司和重庆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代表

国内太阳能级多晶硅产业提交的书面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

于欧盟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将该调

查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日商务部已发起的对原产于美国和韩国的
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调查及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太阳能

级多晶硅反补贴调查进行合并调查，累积评估上述三国（地区）

进口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

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对申

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

关情况、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

（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同时，商务部就申请书中提

供的涉及倾销、损害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的证

据进行了审查。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表明，申请人太阳能级

多晶硅产量之和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６月期间占同期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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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和第十七条有关国内产业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同时，

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四条、第十

五条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

六条规定，商务部决定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
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并将本案与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日商务部已发起的对原产于美国和韩国的进口
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调查及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

晶硅反补贴调查进行合并调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立案调查及调查期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太阳能

级多晶硅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本次调查确定的倾销调查期为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２００８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二、被调查产品及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

被调查产品名称：太阳能级多晶硅。英文名称：Ｓｏｌａｒ—
ＧｒａｄｅＰｏｌｙｓｉｌｉｃｏｎ。

被调查产品的具体描述：以氯硅烷为原料采用（改良）西门

子法和硅烷法等工艺生产的，用于生产晶体硅光伏电池的棒状

多晶硅、块状多晶硅、颗粒状多晶硅产品。

被调查产品电学参数为：

基磷电阻率 ＜３００欧姆·厘米（Ω·ｃｍ）；基硼电阻率 ＜
２６００欧姆·厘米（Ω·ｃｍ）；碳浓度 ＞１．０×１０１６（ａｔ／ｃｍ３）；ｎ型
少数载流子寿命 ＜５００μｓ；施主杂质浓度 ＞０．３×１０９；受主杂质
浓度＞０．０８３×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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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主要用于太阳能级单晶硅棒和定向凝固多晶硅

锭的生产，是生产晶体硅光伏电池的主要原料。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２８０４６１９０。该
税则号项下用于生产集成电路、分立器件等半导体产品的电子

级多晶硅不在本次调查产品范围之内。

三、登记应诉

就倾销调查，任何利害关系方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２０天
内，向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申请参加应诉，参加应诉的涉案

出口商或生产商应同时提供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
日向中国出口本案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及金额。《倾销调查应诉

登记参考格式》可在商务部网站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子网站（网

址为ｈｔｔｐ：／／ｇｐｊ．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案件动态＂栏目下载。
就产业损害调查，利害关系方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２０天

内向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登记应诉，同时应提供产业损害调

查期内的生产能力、产量、库存、在建和扩建计划以及向中国出

口本案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和金额等说明材料。《参加太阳能级

多晶硅产品反倾销案产业损害调查活动申请表》可在＂中国贸
易救济信息网＂上应诉登记栏目（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ｓ．
ｇｏｖ．ｃｎ）下载。

四、利害关系方的权利

利害关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子网站（网

址为ｈｔｔｐ：／／ｇｐｊ．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案件动态＂栏目下载本案申请
人提交的申请书的非保密文本，或到商务部反倾销公开信息查

阅室（电话：０１０－６５１９７８７８）进行查阅。
利害关系方对本次调查的产品范围、申请人资格、被调查国

家及其他相关问题如有异议，可以于上述登记应诉期间内将书

面意见提交商务部。

７３



五、调查方式

调查机关可以采用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等方式向

有关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并进行调查。

六、问卷调查

（一）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案倾销调查问卷

商务部在本公告规定的登记应诉截止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
内向登记应诉公司及申请书列明的其他公司发放调查问卷。调

查问卷包括公司的机构和运作、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大陆）的

出口销售、国内（地区内）销售、对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国家（地

区）的出口销售、生产成本和相关费用、估算的倾销幅度及核对

单等内容。《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案倾销调查问卷》届时可

在商务部网站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子网站（网址为 ｈｔｔｐ：／／ｇｐｊ．
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案件动态＂栏目下载。未登记应诉的其他公
司可直接下载或向商务部索取该调查问卷，并按要求填报。

上述所有公司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完整而准确的答卷。答

卷应当包括调查问卷所要求的全部信息。所有答卷应当在问卷

发放之日起３７日内送至商务部。应诉公司有正当理由表明在
答卷到期日前不能完成答卷的，应在答卷提交截止期限７日前
向商务部提出延期提交答卷书面申请，陈述延期请求和延期

理由。

应诉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不提交答卷的，或者不能按照要

求提供完整而准确的答卷，或者对其所提供的资料不允许商务

部进行核查，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商务部可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根据已经获得

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

（二）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案产业损害调查问卷

关于产业损害调查问卷的相关通知，可在中国贸易救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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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网（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ｓ．ｇｏｖ．ｃｎ）查询。
七、本次调查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起开始，通常应在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１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日。

八、商务部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长安街２号 邮编：１００７３１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

电话：８６－１０－６５１９８１９６，６５１９８７４６，６５１９８７４７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１９８１６４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

电话：８６－１０－６５１９８０６２，６５１９８０７４，６５１９８１９０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１９７５７８
附件：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调查应诉登记参考格式（略）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２０１３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
税委会〔２０１２〕２２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０日

海关总署：

《２０１３年关税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第十
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
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２０１３年关税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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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关税实施方案

一、进口关税调整

（一）最惠国税率：

１．对９个非全税目信息技术产品继续实行海关核查管理，
税率维持不变。因税则税目调整，涉及税目增至１０个（见附表
１）。

２．对小麦等８类４７个税目的商品继续实施关税配额管理，
税目和税率维持不变。对配额外进口的一定数量棉花实施滑准

税，并适当调整相关公式参数。对尿素、复合肥、磷酸氢二铵三

种化肥的配额税率执行１％的税率（见附表２）。
３．对感光材料等４７种商品继续实施从量税或复合税，税率

维持不变，对５种感光材料产品实施从价税（见附表３）。
４．其他最惠国税率维持不变。
（二）暂定税率：

对燃料油等７８４项进口商品实施暂定税率（见附表４）。
（三）协定税率：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或关税优惠协定，

对有关国家或地区实施协定税率（见附表５）：
１．对原产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老挝的１８７５个

税目商品实施亚太贸易协定税率；

２．对原产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
律宾、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税目商品实施中国 －东
盟自由贸易协定税率；

３．对原产于智利的７３０８个税目商品实施中国 －智利自由
贸易协定税率，并进一步下调该协定项下部分税目的税率；

４．对原产于巴基斯坦的６５０９个税目商品实施中国 －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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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自由贸易协定税率；

５．对原产于新西兰的７３１９个税目商品实施中国 －新西兰
自由贸易协定税率；

６．对原产于新加坡的２９６１个税目商品实施中国 －新加坡
自由贸易协定税率；

７．对原产于秘鲁的７０８５个税目商品实施中国 －秘鲁自由
贸易协定税率；

８．对原产于哥斯达黎加的７２８１个税目商品实施中国 －哥
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税率；

９．对原产于香港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的１７６０个
税目商品实施零关税；

１０．对原产于澳门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１２７１个税
目商品实施零关税；

１１．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６１４个税目商品实施海峡两岸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协定税率。

（四）特惠税率：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或关税优惠协定、

双边换文情况以及国务院有关决定，对原产于埃塞俄比亚、贝

宁、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刚果、几内亚、几内亚比绍、科

摩罗、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马拉维、毛里塔尼亚、莫桑比

克、卢旺达、塞拉利昂、苏丹、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赞比亚、莱

索托、乍得、中非、阿富汗、孟加拉国、尼泊尔、东帝汶、也门、萨摩

亚、瓦努阿图、赤道几内亚、安哥拉、塞内加尔、尼日尔、索马里、

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共４０个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的部
分税目商品实施特惠税率（见附表６）。

（五）普通税率：

普通税率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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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关税调整

（一）“出口税则”的出口税率维持不变；

（二）对铬铁等部分出口商品实施暂定税率；对部分化肥征

收特别出口关税（见附表７）。

三、税则税目调整

对部分税则税目进行调整（见附表８）。调整后，２０１３年版
税则税目共计８２３８个。

以上方案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详见附表１－８（其中，附表５、６略）。
附件下载：

附表１：非全税目信息技术产品税率表．ｐｄｆ（略）
附表２：关税配额商品进口税率表．ｐｄｆ（略）
附表３：进口商品从量税及复合税税率表．ｐｄｆ（略）
附表４：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ｐｄｆ（略）
附表７：出口商品税率表．ｐｄｆ（略）
附表８：进出口税则税目调整表．ｐｄｆ（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中
财产收益条款有关问题的公告

〔２０１２〕５９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为了规范和统一税收协定中财产收益条款的执行，现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称“中新税收协定”）和《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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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１０〕７５号）中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三条第四款，以及国税发〔２０１０〕

７５号所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条文解

释》（以下称“国税发〔２０１０〕７５号所附条文解释”）所述的不动
产，均应包括各种营业用或非营业用房屋等建筑物和土地使用

权，以及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

二、根据“国税发〔２０１０〕７５号所附条文解释”规定，公司股
份价值５０％以上直接或间接由位于中国的不动产所组成，是指
公司股份被转让之前的一段时间（目前该协定对具体时间未作

规定，执行中可暂按三年处理）内任一时间，被转让股份的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位于中国的不动产价值占公司全部财产价值的

比率在５０％以上。该规定所述及的公司股份被转让之前的三
年是指公司股份被转让之前（不含转让当月）的连续３６个公历
月份。

三、“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三条第四款以及“国税发〔２０１０〕
７５号所附条文解释”所述的公司财产和不动产均应按照当时有
效的中国会计制度有关资产（不考虑负债）处理的规定进行确

认和计价，但相关不动产所含土地或土地使用权价值额不得低

于按照当时可比相邻或同类地段的市场价格计算的数额。

纳税人不能按照上款规定进行可靠计算的，相关资产确认

和计价由税务机关参照上款规定合理估定。

四、“国税发〔２０１０〕７５号所附条文解释”第十三条第五款
第四段由以下规定替代：

“新加坡居民直接或间接参与一个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包

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该新加坡居民直接参与该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如

果该新加坡居民通过其他名义参与人（含个人、公司和其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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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且该新加坡居民对于该名义参

与人参与的资本享有排他性资本参与利益，并实质承担资本参

与风险，该名义参与人参与的该中国居民公司资本可以视同该

新加坡居民直接参与该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

（二）该新加坡居民通过具有１０％以上（含１０％）直接资本
关系的单层或多层公司或其他实体（含单个或多个参与链）间

接参与该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间接参与的资本按照每一参与

链中各公司或其他实体的资本比例乘积计算；

（三）与该新加坡居民具有显著利益关系的关联集团内其

他成员在该中国居民公司直接参与或者通过具有１０％以上（含
１０％）直接资本关系的单层或多层公司或其他实体（含单个或
多个参与链）间接参与该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间接参与的资

本按照每一参与链中各公司或其他实体的资本比例乘积计算，

但在汇总计算该关联集团直接或间接参与该中国居民公司总资

本份额时，符合前述规定的每一参与链所参与的资本份额不重

复计算。上述与新加坡居民具有显著利益关系的关联集团内成

员包括：

１．在该新加坡居民为个人的情况下，与该新加坡个人居民
具有相同资本参与利益的个人（包括其配偶、父母及父母以上

前辈直系亲属、子女及子女以下后辈直系亲属）；

２．在该新加坡居民为公司或其他实体的情况下，直接或间
接拥有该新加坡居民１００％资本的个人（包括与其配偶、父母及
父母以上前辈直系亲属、子女以及子女以下后辈直系亲属共同

拥有的情形）、公司或其他实体。”

五、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国税发〔２０１０〕７５号所附条
文解释”第十三条第五款第四段同时废止。

４４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
发票工本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２０１２〕６０８号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７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企业

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下发了《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

综〔２０１２〕９７号），决定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取消税务发票工
本费，请各地税务机关认真贯彻执行。现结合税务系统实际，提

出如下要求：

一、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

的《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２〕９７号）的有关规定，在企业领购发票时不再收取发票工
本费。为确保取消发票工本费工作正常开展，税务总局将对统

一推广的综合征管软件进行维护，实现对纳税人购票时免收发

票工本费的功能；未使用税务总局统一推广的综合征管软件的

税务机关，也应对自用的征管软件做好系统修改维护工作，及时

落实取消发票工本费的工作要求，防止征纳矛盾，确保纳税人

利益。

二、各地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发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应

根据用票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发票使用量，切实

加强用票单位和个人的发票领购、开具和缴销管理，严厉打击遏

制非法代开、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

三、各地税务机关应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书面反馈落实
情况，未能按时修改征管软件的税务机关须提交相应的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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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附件：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部分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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