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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闻总览

1.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

告》的解读（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2.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来源：

国家税务总局）

3. 2023 年新出台三项增值税政策即问即答（来源：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4.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 2022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3 年度—2025 年度公益性

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本周政策总览
1.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来源：国家

税务总局）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来源：

国家税务总局）

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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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 号

现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公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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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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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加计抵

减政策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允许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5%抵减应纳税额。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

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二）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

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三）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其他有关事项，按照《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7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四、按照本公告规定，应予减免的增值税，在本公告下发前已

征收的，可抵减纳税人以后纳税期应缴纳税款或予以退还。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3 年 1 月 9 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

值税等政策的公告

成文时间：2023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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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1 关注要点

自2023年 1月 1日至2023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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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号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

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号，以下简称 1号公告）的规定，现

将有关征管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简称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

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以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

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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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万

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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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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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公告第一条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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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的

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

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

免征增值税。

四、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适用 1 号公告第一条规定

的免征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免税并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适用 1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

的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应按照 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

票。纳税人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减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六、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并已开具增值税发票，如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

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成文时间：2023 年 1 月 9 日

政策 2 关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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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万元（以 1 个

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

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

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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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应开具对应征收率红字发票或免税红字

发票；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应开具对应征收率红字发票或免税

红字发票，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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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填写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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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填

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应征增值

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相应栏次，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

额按销售额的 2%计算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八、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 1 个月或 1 个季

度为纳税期限，一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九、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

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在预缴地

实现的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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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销售不动产，应按其纳

税期、本公告第九条以及其他现行政策规定确定是否预缴增值税；其

他个人销售不动产，继续按照现行规定征免增值税。

十一、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1号公告规定的生产性服务业纳

税人，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 5%加计抵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或

办税服务厅提交《适用 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见附件 1）；符合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

告》（2019 年第 87 号）、1号公告规定的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应在

年度首次确认适用 10%加计抵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

厅提交《适用 10%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见附件 2）。

十二、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其他征管事项，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2019 年第 31 号）第二条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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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纳税人按照 1 号公告第四条规定申请办理抵减或退还已缴

纳税款，如果已经向购买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先将增值税专

用发票追回。

十四、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

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14 号）第八条及附件《适

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

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3 号）第一条及附件《适用 15%加计抵减

政策的声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

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5号）第一条至第五条、《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1 年第 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

的公告》（2022 年第 6号）第一、二、三条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适用 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2.适用 10％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

2023年 1月 9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3540/5183540/files/%E9%80%82%E7%94%A85%EF%BC%85%E5%8A%A0%E8%AE%A1%E6%8A%B5%E5%87%8F%E6%94%BF%E7%AD%96%E7%9A%84%E5%A3%B0%E6%98%8E.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3540/5183540/files/%E9%80%82%E7%94%A810%EF%BC%85%E5%8A%A0%E8%AE%A1%E6%8A%B5%E5%87%8F%E6%94%BF%E7%AD%96%E7%9A%84%E5%A3%B0%E6%98%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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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2 号

为支持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现就有关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告如下：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等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2 号）

中规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继续执行。

二、《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继续执行沪港、深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和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有关个人所得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公告 2019 年第 93 号）中规

定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继续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3 年 1 月 16 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

成文时间：2023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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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3 关注要点

规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

独计税优惠政策，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至2023年 12月 31

日止继续执行。



www.yongdatax.com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有关税收政策，

进一步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现就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2017 年版）》部分表单和填报说明进行修订，具体如下：对《资产

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企业重组及递延

纳税事项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00）、《免税、减计收入及加

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

表》（A107012）、《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的表单

样式及填报说明进行修订；对《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

的填报说明进行修订。

二、企业搬迁完成当年，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表时，不再报送《企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表》。

三、本公告适用于 2022 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

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表（A类，2017 年版）〉的公告》 （2017 年第 54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

报表（A类，2017 年版）〉部分表单样式及填报说明的公告》（2018

年第 5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的公告》（2020 年第 2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

年度汇算清缴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34 号）中的上述表单

和填报说明同时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政策性搬迁

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2012 年第 40 号）第二十五条关于“应

同时报送《企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表》（表样附后）”的规定和

附件《企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表》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

公告

成文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

Tax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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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4 关注要点

修订 2022 年度及以后年度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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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2017 年版）》部分表单及填报说明（2022 年修订）

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 12月30日

Tax

政策

WN20230117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8352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8352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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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

值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号，以下简称 1号公告），为确保相关政策顺利实施，税务

总局制发本公告，就相关征管事项进行了明确。

一、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月销售额标准调整以后，销售额的执行口径是否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纳税人确定销售额有两个要点：一是以所有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包括销售

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合并计算销售额，判断是否达到免税标准。但为剔除

偶然发生的不动产销售业务的影响，使纳税人更充分享受政策，本公告明确小规模纳税人合计

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以 1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超过 30 万元，下同），但在

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取得的销售额，也可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二是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以差额后

的余额为销售额，确定其是否可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

举例说明：按季度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 A在 2023 年 4 月销售货物取得收入 10 万元，5月提

供建筑服务取得收入 20 万元，同时向其他建筑企业支付分包款 12 万元，6月销售自建的不动产

取得收入 200 万元。则 A小规模纳税人 2023 年第二季度（4-6 月）差额后合计销售额 218 万元

（=10＋20-12＋200），超过 30 万元，但是扣除 200 万元不动产，差额后的销售额是 18 万元（=10

＋20-12），不超过 30 万元，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同时，纳税人销售不动产 200

万元应依法纳税。

二、自然人出租不动产一次性收取的多个月份的租金，如何适用政策？

答：此前，税务总局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的其他

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包括预收款）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

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不超过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月销售额标准的，可享受小规模

纳税人免税政策。为确保纳税人充分享受政策，延续此前已出台政策的相关口径，小规模纳税

人免税月销售额标准调整为 10 万元以后，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

租金收入，同样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未超过 10 万元的，可以享受免

征增值税政策。

三、小规模纳税人是否可以放弃减免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答：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可对部分或者全部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

征管事项的公告》的解读

发布时间：2023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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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选择放弃享受免税政策，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销售收入

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可对部分或者全部销售收入选择放弃享受减税，并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

四、小规模纳税人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如发生销售折让、中止、退

回或开票有误等情形，应当如何处理？

答：小规模纳税人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中止、退回或

开票有误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应开具对应征收率的红字发票或免税红字发票。即：如果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按 3%征收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则应按照 3%的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如果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按 1%征收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则应按照 1%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如果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开具了免税发票，则开具免税红字发票。纳税人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发票的，在开具

红字发票后，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五、小规模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当如何填写相关免税栏次？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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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万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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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相应栏次，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

2%计算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

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六、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根据经营需要自行选择按月或者按季申报吗？

答：小规模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纳税期限。小规模纳税人纳税期限不同，其享受免税政策的效果

可能存在差异。为确保小规模纳税人充分享受政策，延续《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1 年第 5 号）相关规定，本公告明确，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经营情况选择实行按月纳税或按季纳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纳税期限一经选择，

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举例说明小规模纳税人选择按月或者按季纳税，在政策适用方面的不同：

情况 1：某小规模纳税人 2023 年 4-6 月的销售额分别是 6 万元、8万元和 12 万元。如果纳税人

按月纳税，则 6 月的销售额超过了月销售额 10 万元的免税标准，需要缴纳增值税，4月、5月的 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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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8万元能够享受免税；如果纳税人按季纳税，2023 年 2 季度销售额合计 26 万元，未超过季

度销售额 30 万元的免税标准，因此，26 万元全部能够享受免税政策。

情况 2：某小规模纳税人 2023 年 4-6 月的销售额分别是 6万元、8万元和 20 万元，如果纳

税人按月纳税，4月和 5月的销售额均未超过月销售额 10 万元的免税标准，能够享受免税政策；

如果纳税人按季纳税，2023 年 2 季度销售额合计 34 万元，超过季度销售额 30 万元的免税标准，

因此，34 万元均无法享受免税政策。

七、小规模纳税人需要预缴增值税的，应如何预缴税款？

答：现行增值税实施了若干预缴税款的规定，比如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销售不动产、出租

不动产等等。本公告明确，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缴地实

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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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取得的销售额，应该如何适用免税政策？

答：小规模纳税人包括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还包括其他个人。不同主体适用政策应视不同情

况而定。

第一，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销售不动产，涉及纳税人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增

值税的事项。如何适用政策与销售额以及纳税人选择的纳税期限有关。举例来说，如果纳税人

销售不动产销售额为 28 万元，则有两种情况：一是纳税人选择按月纳税，销售不动产销售额超

过月销售额 10 万元免税标准，则应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二是该纳税人选择按季纳税，销

售不动产销售额未超过季度销售额 30 万元的免税标准，则无需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因此，

本公告明确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销售不动产，应按其纳税期、公告第九条以及

其他现行政策规定确定是否预缴增值税。

第二，小规模纳税人中其他个人偶然发生销售不动产的行为，应当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因此，本公告明确其他个人销售不动产，继续按照现行规定征免增值税。

九、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加计抵减政策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5%抵减应纳税额。生产性服务业

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称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

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

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印发）执行。

十、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加计抵减政策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生活性服务业

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生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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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印发）执行。

十一、纳税人适用 1号公告规定的加计抵减政策，需要提交什么资料？

答：纳税人适用 1号公告规定的加计抵减政策，仅需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或

办税服务厅提交一份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适用 5%加计抵减政策，需

提交《适用 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适用 10%加计抵减政策，需提交《适用 10%

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十二、纳税人适用 1 号公告规定的加计抵减政策，和此前执行的加计抵减政策相比，相关征管规

定有无变化？

答：没有变化。本公告明确，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其他征管事项，继续按照《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19 年第 31 号）第二条等有关规

定执行。

十三、2022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到期后，在

1号公告出台前部分纳税人已按照 3%征收率缴纳了增值税，能够退还相应的税款么？

答：按照 1号公告第四条规定应予减免的增值税，在 1号公告下发前已征收的，可抵减纳税人以

后纳税期应缴纳税款或予以退还。但是，纳税人如果已经向购买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先将增

值税专用发票追回。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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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有关税收政策，进一步精简办税资料，减轻办税

负担，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现解读如下：

一、有关背景

2022 年以来，财政部联合我局及相关部门出台了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等多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如下：

（一）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

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3 号），

延续小型微利企业判定标准，并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300 万元的部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一是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

告》（2022 年第 16 号），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

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

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二是

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

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75%的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

（三）促进中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

一是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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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布《财政部 税

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高新技术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并允许在税前实行 100%加计扣除。

（四）支持我国基础研究发展

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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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的解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7636&idx=1&sn=87cb7482b136b8152f393ad0fbfb9038&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8862&idx=1&sn=848938deeb02bf5f0126d6b21db45395&chksm=886539aabf12b0bcc1275a3b5f56aa2e777e6c82999ea5371e5c8ca85663795a72b98ab6de38&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8862&idx=1&sn=848938deeb02bf5f0126d6b21db45395&chksm=886539aabf12b0bcc1275a3b5f56aa2e777e6c82999ea5371e5c8ca85663795a72b98ab6de38&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40778&idx=1&sn=6d6b4d07e8660bc7c359bcc2916efacd&chksm=8862860ebf150f18c9ce8ac0bf2077dc6d9b4cc7067d6b7ac8fc987ae06e7006181ff4960425&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16182&idx=1&sn=7daf8a8d8dde7dbf4a738018a7a23629&chksm=88652632bf12af2488366faa3eda2db18540ffc8a752e71a2c5beb806ae994c781d20a1c6ee0&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41735&idx=1&sn=f7cccc018aab54afd9f17f476173b8e4&chksm=88628243bf150b55a94305e6359c408acafcc64202e234e0b8de22123bff282994150de87e9b&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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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32 号），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

究的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并可按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对非

营利性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接收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机构基础研究资金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五）支持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

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广州南沙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2〕40 号），对

设在南沙先行启动区的符合条件的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六）支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

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税收政策的公告》

（2022 年第 3 号），区分设立基础设施 REITs 前和基础设施 REITs 设立阶段，明确企业所得税试点

政策。

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要修订内容

（一）《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022 年第四季度(10 月-12 月）购置单价 500 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高

新技术企业 2022 年第四季度（10 月-12 月）购置单价 500 万元以上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中小微

企业购置单价 500 万元以上设备器具”等事项，供中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填报设备器具扣除相关

优惠政策。

（二）《企业重组及递延纳税事项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00）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税收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3号），在《企业重组及递延纳税事项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00）中增加“基础设施领域不

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部分，供纳税人填报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税收政策有关情况。

同时，调整《企业重组及递延纳税事项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00）与上级表单《纳税调整项目明

细表》（A105000）的表间关系。

三、《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

一是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32 号），增

加第 16.1 行“取得的基础研究资金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第 30.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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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入基础研究支出加计扣除”，供纳税人填报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

二是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将第 28 行中的“加计扣除比例____%”调整为“加计扣除比例及计算方法：____”，并相应增

加创意设计活动加计扣除比例及计算方法代码表，供纳税人根据相关政策选择填报适用的加计扣除比

例和计算方法；增加第 28.1 行“第四季度相关费用加计扣除”和第 28.2 行“前三季度相关费用加计

扣除”，供纳税人填报 2022 年第四季度和前三季度创意设计活动相关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三是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

增加第 30.2 行“高新技术企业设备器具加计扣除”，供高新技术企业填报 2022 年第四季度（10 月-12

月）新购置设备器具加计扣除金额。

（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

将第 50 行“加计扣除比例”调整为“加计扣除比例及计算方法”，并相应增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及计算方法代码表，供纳税人根据相关政策选择填报适用的加计扣除比例和计算方法；增加第 L1

行“本年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总额”、第 L1.1 行“第四季度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

第 L1.2 行“前三季度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供纳税人填报 2022 年第四季度和前三季度研

发费用金额。

（五）《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2〕1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广州南沙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2〕40 号）等规定，

在第 24 行下增加明细行次，对区域性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分，供纳税人分别填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平潭综合实验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南沙先行启动区相关优惠政策。

三、企业政策性搬迁事项附报资料的处理

为精简办税资料，减轻企业办税负担，发生政策性搬迁事宜的企业在搬迁完成当年，向主管税务

机关报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时，不再填写和报送《企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表》。

四、实施时间

《公告》适用于 2022 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今后如出台新政策，按照新政策相关规

定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关规则与本《公告》不一致的，

不追溯调整。纳税人调整以前年度涉税事项的，按照相应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关规则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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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公司是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 1 月份预计销售货物取得收入 20 万元，请

问能够享受什么减免税政策，又该如何开具增值税发票呢？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第二条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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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

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第五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适用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应按照 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因此，您 1 月份销售货物取得的收入 20 万元，可以适用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政策，并按

照 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

2.我公司是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 1 月 3 日，自行开具了 4张免税发票已交给

客户，请问如果我公司要享受减按 1%征收增值税政策，是否必须追回上述免税发票？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第二条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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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如果您符合上述规定，可以享受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在上述政策文件发布前已开具的

免税发票无需追回，在申报纳税时减按 1%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号）第五条规定，

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适用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应按照 1%征收率开具增值

税发票。因此，在上述政策文件发布后，纳税人适用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应按照 1%征

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3.我是一位市民，2023 年 1 月 3 日在办税服务厅代开 2000 元的发票，由于超过按次纳税 500 元

的起征点，按照 3%征收率缴纳了税款，代开了 3%征收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已交给客户。请问

我是否能享受减按 1%征收增值税政策，是否必须追回发票？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第二条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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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第四条规定，按照本公告规定，应予减免的增值税，在本公

告下发前已征收的，可抵减纳税人以后纳税期应缴纳税款或予以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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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是个体工商户，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 1 月 5 日，自行开具了 1张征

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下游客户用于抵扣进项税额，尚未申报纳税。请问对于这笔销售

收入，如果我要享受减按 1%征收增值税政策，是否必须追回已开具的征收率为 3%的专用发票？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第二条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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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您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可以享受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但增值税专用发

票具有抵扣功能，您已向购买方开具 3%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

予以作废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后，方可就此笔业务适用减征增值税政策。否则，需要就已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税销售收入按 3%征收率申报缴纳增值税。

5.我是个体工商户，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一季度预计销售收入为 25 万

元。请问我是否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就部分业务放弃免税，开具 1%或 3%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号）第四条、第五条有关规定，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可

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销售收入减按 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减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您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就部分业务放弃上述减免税政策，按照 1%或者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

税，并开具相应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2023 年适用 3%征收率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应如何

用含税销售额换算销售额？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0 年第 9号）第一

条规定，纳税人减按 0.5%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并按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0.5%）

本公告发布后出台新的增值税征收率变动政策，比照上述公式原理计算销售额。

根据上述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2023 年第 1 号）未重复明确销售额的换算公式，比照上述公式原理，适用 3%征收率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政策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的计算公式为：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1%）。

7.我是 A市一家小型建筑公司，在 B市和 C市都有建筑项目，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我公司 2023 年一季度预计销售额 60 万元，其中在 B 市的建筑项目销售额 40 万元，在 C 市的建

筑项目销售额 20 万元，我应如何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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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第二条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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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

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号）第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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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万元（以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征增

值税。第九条规定，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

未超过 10 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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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 2023 年一季度销售额 60 万元，超过了 30 万元，因此不能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

策，在机构所在地 A 市可享受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在建筑服务预缴地 B 市实现的销售额

40 万元，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在建筑服务预缴地 C市实现的销售额 20 万元，无需预缴增值税。

8.我是一位市民，有商铺用于出租，2023 年 4 月一次性收取此前的 12 个月租金 144 万元，我需

要缴纳增值税吗？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

第 1号）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所称的其他个人，采取一

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

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您在 2023 年 4 月一次性收取的此前 12 个月租金 144 万元，平均每月租金收入为 12 万元。其中，

2023 年 1 月-3 月的月租金超过 10 万元，需要缴纳增值税，但 2022 年 4 月-12 月的月租金未超过当时

15 万元的免税月销售额标准，因而无需缴纳增值税。

9.我公司是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 1 月 6 日转让一间商铺，剔除转让商铺的销

售额后，预计 1 月份销售额在 10 万元以下，全部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请问我公司可以享受免征增

值税政策吗，申报时应注意什么？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

第 1 号）第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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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万元，但扣除

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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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在办理 1月税款所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的填报界面，准确录入“本期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数据，系统将自动计算扣除不动产销

售额后的本期销售额。若扣除后的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则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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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将扣除后的销售额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免税销售额”相关栏次。

10.我公司为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 1 月发生适用 3%征收率的销售额 15 万

元，全部在 1 月 4 日开具发票，其中 10 万元开具免税发票，5万元开具 3%征收率的增值税普通

发票，按规定可以适用 3%减按 1%征收率政策，请问应当如何办理 1 月税款所属期的增值税纳税

申报?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第七条规定，纳税人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

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适用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对应销售额应填写在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

相应栏次，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 2%计算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你公司适用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在上述政策文件发布前，已经开具的免税发票和

3%征收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应税销售额，按照上述要求填报。

11.我公司是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3 年一季度预计销售收入低于 30 万元，请

问应当如何填写申报表?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第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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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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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一季度合计销售额预计未超过 30 万元，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将免税销售额填

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第 10 栏“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如

为个体工商户，应填写在第 11 栏“未达起征点销售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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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我是经营摩托车销售的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到 10 万元，请问还能像 2022 年一样开

具免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吗？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

第 1 号）第一条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机动车，可以按上述规定享受免税政策，开具左上角有‘机动车’字样的

税率栏为‘免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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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是一家餐饮公司，此前一直享受生活性服务业 15%加计抵减政策，2022 年底还有加计抵减余

额 10 万元未抵减完，最近出台了新的加计抵减政策，请问去年没抵减完毕的余额还能在今年继续抵减

吗？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规定，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其他有关事项，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

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

计抵减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87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因此，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你公司此前未抵减完的加计抵减额，可以在加计抵减政策有效期内继

续抵减应纳税额。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额，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

减。

14.我是一家服务公司，请问最近出台的加计抵减政策中，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

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生活性服

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请问这两项政

策中的生活服务怎么定义？我应该怎么选择适用不同的加计抵减政策？

答：两项政策中的生活服务定义一致。《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第七条规定，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

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印发）执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规定，生活服务是

指为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类服务活动。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

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

调整，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

如果你公司上年度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已超过 50%，则可以按规定适用

加计抵减比例为 10%的加计抵减政策；如果你公司上年度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

比重未超过 50%，但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合计占全

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则可以按规定适用加计抵减比例为 5%的加计抵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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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

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7 号）等有关要求，现将 2022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3 年度—

2025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公告如下：

一、2022 年度—2024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1.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2.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3.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

4.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

5.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

6.欧美同学基金会

7.铁路青少年发展捐助中心

8.中联肝健康促进中心

9.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二、2023 年度—2025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1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2.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3.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4.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

5.凯风公益基金会

6.南都公益基金会

7.中国人保公益慈善基金会

8.爱佑慈善基金会

9.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

10.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11.开明慈善基金会

12.智善公益基金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2022年度—2024年度和2023年度—2025

年度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2 年第 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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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天爱心慈善基金会

14.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15.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

16.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17.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18.万科公益基金会

19.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20.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21.华润慈善基金会

22.亨通慈善基金会

23.致福慈善基金会

24.青山慈善基金会

25.启明公益基金会

26.东润公益基金会

27.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28.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

29.爱慕公益基金会

30.白求恩公益基金会

31.中山博爱基金会

32.善小公益基金会

33.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34.三峡集团公益基金会

35.紫金矿业慈善基金会

36.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37.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38.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39.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40.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41.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金会

4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43.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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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45.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46.宝钢教育基金会

47.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48.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

49.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

50.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51.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52.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

53.中国癌症基金会

54.中国医学基金会

55.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

56.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57.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58.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59.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60.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61.余彭年慈善基金会

62.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63.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64.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

65.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

66.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

67.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

68.亿利公益基金会

69.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70.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

71.中国绿化基金会

72.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73.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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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

75.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76.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77.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78.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

79.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80.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81.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82.华阳慈善基金会

83.顶新公益基金会

84.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

85.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86.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

87.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88.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

89.中国禁毒基金会

90.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91.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92.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93.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9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95.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96.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97.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

98.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99.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100.中华文学基金会

101.中国应急救援人员关爱和矿山尘肺病防

治基金会

10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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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104.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105.顺丰公益基金会

106.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

107.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108.中国孔子基金会

109.安利公益基金会

110.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111.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

112.华中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13.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114.东风公益基金会

115.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116.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

117.北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18.比亚迪慈善基金会

119.波司登公益基金会

120.韩美林艺术基金会

121.兰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22.民生通惠公益基金会

123.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124.中华慈善总会

125.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

126.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127.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28.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129.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130.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131.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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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陈香梅公益基金会

133.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

134.南航“十分”关爱基金会

135.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136.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137.中诚公益创投发展促进中心

138.智惠乡村志愿服务中心

139.国际儒学联合会

140.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

141.中华志愿者协会

142.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143.中国肢残人协会

144.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145.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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