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内机构向我国银行的境外分行支付利息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7 号       2015 年 6 月 19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对我国银行的境外分

行业务活动中涉及从境内取得的利息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境外分行是指我国银行在境外设立的不具备所在国家（地区）法人资格

的分行。境外分行作为中国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与其总机构属于同一法人。境

外分行开展境内业务，并从境内机构取得的利息，为该分行的收入，计入分行的营业利润，

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

号）的相关规定，与总机构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境内机构向境外分行支付利息时，不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 

  二、境外分行从境内取得的利息，如果据以产生利息的债权属于境内总行或总行其他境

内分行的，该项利息应为总行或其他境内分行的收入。总行或其他境内分行和境外分行之间

应严格区分此类收入，不得将本应属于总行或其他境内分行的境内业务及收入转移到境外分

行。 

  三、境外分行从境内取得的利息如果属于代收性质，据以产生利息的债权属于境外非居

民企业，境内机构向境外分行支付利息时，应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四、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监管，严格审核相关资料，并利用第三方信息进行比对分析，

对违反本公告相关规定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五、本公告自 2015 年 7 月 19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来源于我

国利息所得扣缴企业所得税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8〕955 号）第二条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8 号      2015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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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2015〕27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

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 号）等有关规定，

现对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公告如下： 

  一、按照重组类型，企业重组的当事各方是指： 



  （一）债务重组中当事各方，指债务人、债权人。 

  （二）股权收购中当事各方，指收购方、转让方及被收购企业。 

  （三）资产收购中当事各方，指收购方、转让方。 

  （四）合并中当事各方，指合并企业、被合并企业及被合并企业股东。 

  （五）分立中当事各方，指分立企业、被分立企业及被分立企业股东。 

  上述重组交易中，股权收购中转让方、合并中被合并企业股东和分立中被分

立企业股东，可以是自然人。 

  当事各方中的自然人应按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二、重组当事各方企业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指重组业务符合财税〔2009〕

59 号文件和财税〔2014〕109 号文件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条件并选择特殊性税务

处理的，下同），应按如下规定确定重组主导方： 

  （一）债务重组，主导方为债务人。 

  （二）股权收购，主导方为股权转让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股权转让方，

由转让被收购企业股权比例最大的一方作为主导方（转让股权比例相同的可协商

确定主导方）。 

  （三）资产收购，主导方为资产转让方。 

  （四）合并，主导方为被合并企业，涉及同一控制下多家被合并企业的，以

净资产最大的一方为主导方。 

  （五）分立，主导方为被分立企业。 

  三、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十一条所称重组业务完成当年，是指重组日

所属的企业所得税纳税年度。 

  企业重组日的确定，按以下规定处理： 

  1.债务重组，以债务重组合同（协议）或法院裁定书生效日为重组日。 

  2.股权收购，以转让合同（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日为重组日。关

联企业之间发生股权收购，转让合同（协议）生效后 12 个月内尚未完成股权变



更手续的，应以转让合同（协议）生效日为重组日。 

  3.资产收购，以转让合同（协议）生效且当事各方已进行会计处理的日期为

重组日。 

  4.合并，以合并合同（协议）生效、当事各方已进行会计处理且完成工商新

设登记或变更登记日为重组日。按规定不需要办理工商新设或变更登记的合并，

以合并合同（协议）生效且当事各方已进行会计处理的日期为重组日。 

  5.分立，以分立合同（协议）生效、当事各方已进行会计处理且完成工商新

设登记或变更登记日为重组日。 

  四、企业重组业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除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四

条第（一）项所称企业发生其他法律形式简单改变情形外，重组各方应在该重组

业务完成当年，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

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详见附件 1）和申报资料（详见

附件 2）。合并、分立中重组一方涉及注销的，应在尚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手续

前进行申报。 

  重组主导方申报后，其他当事方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申报时还

应附送重组主导方经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

表及附表》（复印件）。 

  五、企业重组业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申报时，应从以下方面逐条说明

企业重组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一）重组交易的方式； 

  （二）重组交易的实质结果； 

  （三）重组各方涉及的税务状况变化； 

  （四）重组各方涉及的财务状况变化； 

  （五）非居民企业参与重组活动的情况。 

  六、企业重组业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申报时，当事各方还应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交重组前连续 12 个月内有无与该重组相关的其他股权、资产交易情况

的说明，并说明这些交易与该重组是否构成分步交易，是否作为一项企业重组业

务进行处理。 

  七、根据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十条规定，若同一项重组业务涉及在连

续 12 个月内分步交易，且跨两个纳税年度，当事各方在首个纳税年度交易完成

时预计整个交易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经协商一致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

可以暂时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并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提交书面申报资

料。 

  在下一纳税年度全部交易完成后，企业应判断是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如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当事各方应按本公告要求申报相关资料；如适用一般性

税务处理的，应调整相应纳税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

税。 

  八、企业发生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债务重组，

应准确记录应予确认的债务重组所得，并在相应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对

当年确认额及分年结转额的情况做出说明。 

  主管税务机关应建立台账，对企业每年申报的债务重组所得与台账进行比对

分析，加强后续管理。 

  九、企业发生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重组，居民

企业应准确记录应予确认的资产或股权转让收益总额，并在相应年度的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时对当年确认额及分年结转额的情况做出说明。 

  主管税务机关应建立台账，对居民企业取得股权的计税基础和每年确认的资

产或股权转让收益进行比对分析，加强后续管理。 

  十、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企业，在以后年度转让或处置重组资产（股权）

时，应在年度纳税申报时对资产（股权）转让所得或损失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包

括特殊性税务处理时确定的重组资产（股权）计税基础与转让或处置时的计税基



础的比对情况，以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处理情况等。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企业，在以后年度转让或处置重组资产（股权）时，

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评估和检查，将企业特殊性税务处理时确定的重组资产（股

权）计税基础与转让或处置时的计税基础及相关的年度纳税申报表比对，发现问

题的，应依法进行调整。 

  十一、税务机关应对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企业重组做好统计和相关资料的

归档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应于每

年 8月底前将《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统计表》（详见附件 3）上报税

务总局（所得税司）。 

  十二、本公告适用于 2015 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0 年第 4号）第三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

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

二条同时废止。 

  本公告施行时企业已经签订重组协议，但尚未完成重组的，按本公告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　（略） 

     2.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资料一览表　（略） 

     3.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统计表（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9 号   2015 年 6 月 26 日 

为进一步规范纳税服务投诉管理，提高投诉办理效率，国家税务总局修订了《纳

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印发〈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10〕

http://202.108.90.172:8080/faguiadmin/action/ShowAppend.do?id=13277
http://202.108.90.172:8080/faguiadmin/action/ShowAppend.do?id=1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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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纳税服务投诉事项处理表 

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规范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工作，构建和谐的

税收征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纳税人（含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下同）认为税务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职责过程中未提供规范、文明的纳税服务或者侵犯其

合法权益，向税务机关进行投诉，税务机关办理纳税人投诉事项，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依法应当通过税务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事项，应当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纳税人进行纳税服务投诉应当客观真实，不得隐瞒、歪曲、捏造事

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第五条 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纳税服务投诉事项中，必须坚持合法、

公正、及时的原则，不得徇私、偏袒，不得打击、报复。 

  第六条 县级以上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管理部门具体办理纳税服务投诉事

项，负责受理、调查、处理纳税服务投诉。 

http://202.108.90.172:8080/faguiadmin/action/ShowAppend.do?id=1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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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配备专门人员从事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工作，保障

纳税服务投诉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章 纳税服务投诉范围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纳税服务投诉包括： 

  （一）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满意而进行的投诉； 

  （二）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服务质效不满意而进行的投诉； 

  （三）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侵害其合法权益

而进行的投诉。 

  第九条 对服务态度的投诉，是指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纳税

服务职责过程中工作用语、行为举止不符合文明服务规范要求而进行的投诉。具

体包括： 

  （一）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使用服务忌语的； 

  （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对待纳税人态度恶劣的； 

  （三）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行为举止违背文明礼仪服务其他要求的。 

  第十条 对服务质效的投诉，是指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理涉

税业务时，未能提供规范、高效的服务而进行的投诉。具体包括： 

  （一）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时限办理、回复涉税事项的； 

  （二）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理纳税人涉税事项或者接受纳税人涉税咨询，

按规定应当一次性告知而未能一次性告知的； 

  （三）在涉税业务办理、纳税咨询、服务投诉和税收工作建议方面，税务机



关工作人员未履行首问责任制的； 

  （四）税务机关未按照办税公开要求的范围、程序或者时限，公开相关税收

事项和具体规定，未能为纳税人提供适当的查询服务的； 

  （五）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纳税服务规范其他要求的。 

  第十一条 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投诉，是指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职责过程中未依法执行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侵害纳税人

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投诉。具体包括： 

  （一）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泄露纳税人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二）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擅自要求纳税人提供规定以外资料的； 

  （三）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妨碍纳税人行使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的； 

  （四）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妨碍纳税人依法要求行政处罚听证、申请行政

复议以及请求行政赔偿的； 

  （五）同一税务机关违反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同一纳税人就同一事

项实施超过 1次纳税评估或者超过 2次税务检查的； 

  （六）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强制纳税人出具涉税鉴证报告，违背

纳税人意愿强制代理、指定代理的； 

  （七）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或者违背公开承诺，有侵害纳税人合

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 

 

   

第三章 提交与受理 

 

　 

  第十二条 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投诉应当采取实名投诉。投诉可以通过网络、



电话、信函或者当面等方式提出。 

  第十三条 纳税人进行实名投诉，应当列明下列事项： 

  （一）投诉人的姓名（名称）、有效联系方式； 

  （二）被投诉单位名称或者被投诉个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所属单位； 

  （三）投诉请求、主要事实、理由。 

  纳税人通过电话或者当面方式提出投诉的，税务机关在告知纳税人的情况下

可以对投诉内容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第十四条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投诉，可以向本级税务机关提

交，也可以向其上级税务机关提交。 

  第十五条 已就具体行政行为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或者提起税务行政诉讼，且

被依法受理的，不可同时进行纳税服务投诉。但具体行政行为同时涉及纳税服务

态度问题的，可就纳税服务态度问题单独向税务机关进行投诉。 

  第十六条 纳税服务投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投诉范围且属于下列情形的，税

务机关应当受理： 

  （一）纳税人进行实名投诉，且投诉材料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要求； 

  （二）纳税人虽进行匿名投诉，但投诉的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有明确的被

投诉人，投诉内容具有典型性。 

  第十七条 属于下列情形的，税务机关不予受理： 

  （一）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规定的； 

  （二）针对出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进行投诉的； 

  （三）投诉人就税务机关已处理完毕的相同事项进行投诉，经上级税务机关

复核后维持原处理决定的； 

  （四）投诉事实不清，没有具体诉求或者有效联络方式，无法核实办理的； 

  （五）不属于本办法投诉范围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税务机关收到投诉后，应于 2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



理，并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投诉事项符合本办法规定受理范围，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

原则处理； 

  （二）本办法规定范围以外的投诉事项应分别依照相关规定告知投诉人向有

权处理的部门投诉或者转有权处理的部门处理； 

  （三）对于投诉要件不全的，应当及时与投诉人取得联系，补正后予以受理。 

  第十九条 对于不予受理的实名投诉，税务机关应当以适当形式告知投诉人，

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税务机关收到投诉后，未按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期限审查作出

不予受理决定，或者转相关部门处理的，自收到投诉之日起视为受理。 

  第二十一条 上级税务机关认为下级税务机关应当受理投诉而不受理或者不

予受理的理由不成立的，可以责令其受理。 

  上级税务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受理应由下级税务机关受理的纳税服

务投诉。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的同一投诉事项涉及两个（含）以上税务机关的，应当

由首诉税务机关牵头协调处理。首诉税务机关协调不成功的，应当向上级税务机

关申请协调处理。 

  第二十三条 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纳税服务投诉事项登记制度，将投诉时间、

投诉人、被投诉人、联系方式、投诉内容、受理情况以及办理结果等有关内容录

入《纳税服务投诉事项处理表》（见附件）。 

  第二十四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向纳税人公布负责纳税服务投诉机构的通讯

地址、投诉电话、电子邮箱、税务网站和其他便利投诉的事项。 

 

   

第四章 调查与处理 



 

　 

  第二十五条 税务机关调查、处理投诉事项，应本着注重调解、化解争议的

原则进行。调查处理纳税服务投诉事项，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参加。 

  第二十六条 投诉人要求保密的，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投诉人保密；

调查人员与投诉事项或者投诉人、被投诉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七条 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投诉的具体事项进行调查、核实。调查

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投诉人、被投诉人的意见，查阅相关文件资料，调取有关证

据，必要时可实地核查。 

  第二十八条 调查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调查： 

  （一）投诉事实经查不属于纳税服务投诉事项的； 

  （二）投诉内容不具体，无法联系投诉人或者投诉人拒不配合调查，导致无

法调查核实的； 

  （三）投诉人自行撤销投诉，经核实，确实不需要进一步调查的。 

  第二十九条 税务机关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对纳税人投诉的事项分别作出

如下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以适当形式告知实名投诉人： 

  （一）投诉情况属实的，责令被投诉人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被

投诉人相应的处理； 

  （二）投诉情况不属实的，向投诉人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纳税人因服务态度不满进行的纳税服务投诉事项应当在 10 个工

作日内办结。 

  纳税人因服务质效和侵犯权益进行的纳税服务投诉事项，应当在 20 个工作

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受理税务机关纳税服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

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并以适当形式告知投诉人。 

  第三十一条 被投诉人应当按照责令改正要求的限期，对投诉事项予以改正，



并自限期期满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改正结果书面报告作出处理决定的税务机

关。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当场提出投诉，事实简单、清楚，不需要进行调查的，

税务机关可以即时进行处理，事后应当补填《纳税服务投诉事项处理表》进行备

案。 

  第三十三条 纳税人当场投诉事实成立的，被投诉人应当立即停止或者改正

被投诉的行为，并向纳税人赔礼道歉，税务机关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被投诉人相

应处理；投诉事实不成立的，处理投诉事项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向纳税人说

明理由。 

  第三十四条 税务机关在投诉事项办理结束后，应当对留下有效联系方式的

实名投诉人进行回访。投诉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税务机关应当分析原因，并

决定是否开展补充调查。 

  

  第五章 指导与监督 

 

　 

  第三十五条 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投诉工作的指

导与监督。 

  第三十六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对纳税服务投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整理和归档，并定期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提交情况报告。 

  对于办理纳税服务投诉过程中发现的有关税收制度或者行政执法中存在的

普遍性问题，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三十七条 建立上级对下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投诉办理情况通报制度，定

期将投诉及处理情况进行通报。　 



  第三十八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积极依托信息化手段，规范流程、强化监督，

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投诉处理质效。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纳

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10〕11 号）同时废止。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

通知 

财税〔2015〕76 号    2015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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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自治

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经研究，现就石油天然气（含页岩气、煤层气）生产企业用地城镇土地使用

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下列石油天然气生产建设用地暂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1.地质勘探、钻井、井下作业、油气田地面工程等施工临时用地； 

  2.企业厂区以外的铁路专用线、公路及输油(气、水)管道用地； 

  3.油气长输管线用地。 



  二、在城市、县城、建制镇以外工矿区内的消防、防洪排涝、防风、防沙设

施用地，暂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用地，用于非税收优惠用途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

定的税收优惠。 

  四、除上述第一条、第二条列举免税的土地外，其他油气生产及办公、生活

区用地，依照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五、地方人民政府应按照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规定，确定工矿区范围。对在

工矿区范围内的油气生产、办公、生活用地，其税额标准不得高于相邻的县城、

建制镇的适用税额标准。 

  六、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应按照有关税收减免管理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免税土地情况。 

  七、本通知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原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中国石油天

然气总公司所属单位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通知》〔（89）国税地字第 088

号〕、《关于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

定》〔（90）国税油发 003 号〕同时废止。 

  对（89）国税地字第 088 号和（90）国税油发 003 号文件规定免税，但按本

通知规定应当征税的土地，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按应纳税

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 土地使用权免征营业

税手续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0 号 2015 年 6 月 29 日 

为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现将简化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土地使用权免

征营业税手续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个人以离婚财产分割、赠与特定亲属、赠与抚养人或赡养人方式无偿赠

与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

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1 号）第二条免征营业税

规定的，在办理营业税免税手续时，无需提供房产所有人“赠与公证书”、

受赠人“接受赠与公证书”，或双方“赠与合同公证书”。 

  本公告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此前尚未进行税务处理的，按照本公

告规定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交易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税收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44 号）第一条中“属于其他情况

无偿赠与不动产的，受赠人应当提交房产所有人‘赠与公证书’和受赠人‘接

受赠与公证书’，或持双方共同办理的‘赠与合同公证书’”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煤炭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的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1 号    2015 年 7 月 1 日 

 

为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优化纳税服务，方便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促进煤炭资源税管

理的规范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煤炭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发布，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煤炭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72 号），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纳税人开采并销售应税煤炭按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缴纳资源税。应税

煤炭包括原煤和以未税原煤（即：自采原煤）加工的洗选煤。 

  原煤是指开采出的毛煤经过简单选矸（矸石直径 50mm以上）后的煤炭，以

及经过筛选分类后的筛选煤等。 

  洗选煤是指经过筛选、破碎、水洗、风洗等物理化学工艺，去灰去矸后的煤

炭产品，包括精煤、中煤、煤泥等，不包括煤矸石。 

  第三条 煤炭资源税应纳税额按照原煤或者洗选煤计税销售额乘以适用税率

计算。 

  原煤计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原煤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不包括收取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以及从坑口到车站、码头或购买方指定地点的运输

费用。 

  洗选煤计税销售额按洗选煤销售额乘以折算率计算。洗选煤销售额是指纳税

人销售洗选煤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洗选副产品的销售额，

不包括收取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以及从洗选煤厂到车站、码头或购买方指定地点的

运输费用。 

  第四条 在计算煤炭计税销售额时，纳税人原煤及洗选煤销售额中包含的运

输费用、建设基金以及伴随运销产生的装卸、仓储、港杂等费用的扣减，按照《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煤炭资源税费有关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5〕70

号）的规定执行。扣减的凭据包括有关发票或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的其他凭据。 

  运输费用明显高于当地市场价格导致应税煤炭产品价格偏低，且无正当理由

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合理调整计税价格。 

  第五条 洗选煤折算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部门或其授权地市级财税

部门根据煤炭资源区域分布、煤质煤种等情况确定，体现有利于提高煤炭洗选率，

促进煤炭清洁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原则。 

  洗选煤折算率一经确定，原则上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保持相对稳定，但在煤炭



市场行情、洗选成本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可进行调整。 

  洗选煤折算率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一：洗选煤折算率＝(洗选煤平均销售额-洗选环节平均成本-洗选环节

平均利润) ÷洗选煤平均销售额×100% 

  洗选煤平均销售额、洗选环节平均成本、洗选环节平均利润可按照上年当地

行业平均水平测算确定。 

 公式二：洗选煤折算率＝原煤平均销售额÷（洗选煤平均销售额×综合回收率）

×100% 

  原煤平均销售额、洗选煤平均销售额可按照上年当地行业平均水平测算确

定。 

  综合回收率=洗选煤数量÷入洗前原煤数量×100% 

  第六条 纳税人销售应税煤炭的，在销售环节缴纳资源税。纳税人以自采原

煤直接或者经洗选加工后连续生产焦炭、煤气、煤化工、电力及其他煤炭深加工

产品的，视同销售，在原煤或者洗选煤移送环节缴纳资源税。 

  第七条 纳税人煤炭开采地与洗选、核算地不在同一行政区域（县级以上）

的，煤炭资源税在煤炭开采地缴纳。纳税人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开采应

税煤炭，其纳税地点需要调整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决定。 

  第八条 煤炭资源税的纳税申报按照《关于修订资源税纳税申报表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2 号发布）及其他相关税收规定执行。 

  第九条 纳税人申报的原煤或洗选煤销售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或

者有视同销售应税煤炭行为而无销售价格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下列顺序确定计

税价格： 

  （一）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原煤或洗选煤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二）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原煤或洗选煤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三）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资源税税率） 

  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按同类应税煤炭的平

均成本利润率确定。 

  （四）按其他合理方法确定。 

  第十条 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

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

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合理调整。 

  第十一条 纳税人以自采原煤或加工的洗选煤连续生产焦炭、煤气、煤化工、

电力等产品，自产自用且无法确定应税煤炭移送使用量的，可采取最终产成品的

煤耗指标确定用煤量，即：煤电一体化企业可按照每千瓦时综合供电煤耗指标进

行确定；煤化工一体化企业可按照煤化工产成品的原煤耗用率指标进行确定；其

他煤炭连续生产企业可采取其产成品煤耗指标进行确定，或者参照其他合理方法

进行确定。 

  第十二条 纳税人将自采原煤与外购原煤(包括煤矸石)进行混合后销售的，

应当准确核算外购原煤的数量、单价及运费，在确认计税依据时可以扣减外购相

应原煤的购进金额。 

  计税依据=当期混合原煤销售额-当期用于混售的外购原煤的购进金额 

  外购原煤的购进金额=外购原煤的购进数量×单价 

  纳税人将自采原煤连续加工的洗选煤与外购洗选煤进行混合后销售的，比照

上述有关规定计算缴纳资源税。 

  第十三条 纳税人以自采原煤和外购原煤混合加工洗选煤的，应当准确核算

外购原煤的数量、单价及运费，在确认计税依据时可以扣减外购相应原煤的购进

金额。 

  计税依据=当期洗选煤销售额×折算率-当期用于混洗混售的外购原煤的购



进金额 

  外购原煤的购进金额=外购原煤的购进数量×单价 

  第十四条 纳税人扣减当期外购原煤或者洗选煤购进额的，应当以增值税专

用发票、普通发票或者海关报关单作为扣减凭证。 

  第十五条 煤炭资源税减征、免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72 号）

及其他相关政策和征管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机关可依托信息化管理技术，参

照全国性或主要港口动力煤价格指数即时信息以及当地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已有

的网上煤炭即时价格信息，建立本地煤炭资源税价格监控体系。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煤炭资源税风险管理，构建煤炭资源税风险管

理指标体系，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对煤炭资源税管理的风险点进行识别、监控、

预警，做好风险应对处置以及绩效评估工作。 

  第十八条 各级国地税机关应当加强配合，实现信息共享，省国税机关应将

煤炭企业增值税开票信息等相关煤炭销售数据按月传递给省地税机关。 

  第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可以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电子发票试运行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税总函〔2015〕373 号    2015 年 7 月 9 日 

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为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现代化建设需要，税务总局开发了增值税



发票系统升级版电子发票系统，同时研究制定了与各地已推行的电子发票系统衔

接改造方案，决定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在北京、上海、浙江和深圳开展增值税

发票系统升级版电子发票试运行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试运行有关内容 

  （一）本通知所称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电子发票，是指通过增值税发票系

统升级版开具的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票样见附件 1。 

  （二）试点地区已使用电子发票的增值税纳税人（以下称试点纳税人），应

于 2015 年 8 月 1 日前完成相关系统衔接改造，8月 1日起应使用增值税发票系

统升级版开具电子发票，其他开具电子发票的系统同时停止使用。 

  （三）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代码为 12 位，发票号码为 8位。试点地

区省国税局可确定本地区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代码、发票号码编码规则，

并报税务总局备案。 

  二、试运行工作要求 

  （一）试运行工作意义重大，试点地区国税机关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积

极稳妥地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试运行方案。 

  （二）试点地区国税机关要做好试点纳税人的宣传辅导工作，督促试点纳税

人按时完成相关系统的衔接改造等工作。 

  （三）试点地区国税机关要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增值税管理

部门负责试运行的组织实施，技术管理部门负责升级版与电子发票系统的对接

（技术方案见附件 2）以及技术支持保障等工作。 

  （四）试点地区国税机关应于 7月 20 日前完成税务端系统升级工作，密切

监控系统试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电

子税务管理中心）。 

  （五）试点地区国税机关应于 8月 20 日前将试运行工作总结上报税务总局

（货物和劳务税司、电子税务管理中心）。 



  （六）试运行工作结束后，税务总局将尽快启动全国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

电子发票推行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安装业跨省异地工程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

管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2 号   2015 年 7 月 20 日 

 

为规范和加强建筑安装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下同）异地

工程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派驻跨省异地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异地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由总承包企业、

分承包企业依法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总承包企业和分承包企业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聘用劳务人员跨省异地工作期

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由劳务派遣公司依法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

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二、跨省异地施工单位应就其所支付的工程作业人员工资、薪金所得，向工

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凡实行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

报的，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不得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需要掌握

异地工程作业人员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的，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

机关应及时提供。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

不得对异地工程作业人员已纳税工资、薪金所得重复征税。两地税务机关应加强

沟通协调，切实维护纳税人权益。 



  四、建筑安装业省内异地施工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参照本公告执

行。 

  五、本公告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建筑安装

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6〕127 号）第十一条

规定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与电子发票系统数

据接口规范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3 号    2015 年 7 月 20 日 

 根据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推进需要，税务总局决定对增值税发票系统升

级版与电子发票系统实现对接。现发布数据接口规范，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发布的接口规范分两种：第一种适用于使用金税盘或税控盘开具电

子发票的纳税人，包含发票开具接口。第二种适用于开票量大、使用税控开票服

务器的纳税人，包含登记信息查询、发票库存查询、发票开具和发票查询四个接

口。 

  税控开票服务器是指大容量、高性能的税控装置。 

  二、为配合本次数据接口规范发布，使用金税盘或税控盘对接的纳税人，应

将税控发票开票软件（金税盘版或税控盘版）统一升级为V2.0.04。使用税控开

票服务器对接的纳税人，应依据本规范完成企业相关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已建

有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地区，应依据本规范完成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系统升级改

造。 

  三、本数据接口规范在金税工程纳税人技术服务网（http://its.chinatax.gov.cn）

上发布，纳税人或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系统开发商可自行下载免费使用。在使用本

数据接口规范和安装升级版开票软件过程中，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税控技术服

http://its.chinatax.gov.cn/


务单位提供技术支持，也可通过电子邮件（邮箱：shuikong@chinatax.gov.cn）

向税务总局反映。 

  四、本公告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