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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捐赠的类型及其税务处理

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三、公益性捐赠年度申报表填报



一、捐赠的类型及其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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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非公益性捐赠 　 * * * 　 * *

2 二、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 * 　 * * *

3 三、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4+5+6+7)

4 前三年度（　　　年） * 　 * * * *

5 前二年度（　　　年） * * * *

6 前一年度（　　　年） * * * *

7 本    年（　　　年） 　 * *

8 合计（1+2+3） 　 　 　 　 　 　 　



  公益性捐赠的界定
   财税〔2018〕15号: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

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

机构，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

公益性社会团体　　

公益性群众团体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 

                                        财税[2015]141号

   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

定》（国发〔2015〕27号）精神，“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确认”作为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予以取消。

改由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注册、

公益活动情况联合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并

以公告形式发布名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60号：对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赞助、捐赠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的资金、物资、

服务支出，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全额扣

除。



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企业所得税法（2017年修订）：企业发生的公

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

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1.利润总额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年度利润总额：企业依照

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

  财税[2008]160号、财税 [2009]124号、财税

[2010]45号、财税〔2018〕15号：年度利润总额：企

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大于零的数额。

 

思考：检查调整？



2.结转年度

  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

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5号：企业发生的公益

性捐赠支出未在当年税前扣除的部分，准予向以后年

度结转扣除，但结转年限自捐赠发生年度的次年起计

算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100

2017 2018 2019 2020



  3.新政实施起始时间

  企业所得税法（2017-2-24）

  慈善法2016-9-1：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

的 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部分，

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

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5号：2017-1-1执行。

2016-9-1至2016-12-31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未在

2016年税前扣除的部分，可按本通知执行。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13〕6号）：对企业

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允许结

转以后年度扣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

分工的通知（国办函〔2013〕36号）：要求民政部、

财政部、税务总局、证监会等负责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

税收优惠政策。 

  



 4.结转受限

  

  

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

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5号：企业当年发生及以前

年度结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在当年税前扣除的部

分，不能超过企业当年年度利润总额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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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扣除先后

  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

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5号：企业在对公益性

捐赠支出计算扣除时，应先扣除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

支出，再扣除当年发生的捐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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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性捐赠年度申报表填报

  [案例]2018年5月，甲企业捐赠自产产品一批给某

公益性社团用于灾区，成本80万元，售价100万元。

会计利润1000万元，增值税税率16%。

  会计：

  借：营业外支出   96万元

    贷：库存商品    8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6万元 

  思考：税前扣除凭证？金额？



财税[2008]160号、财税 [2009]124号、财税[2010]45号

  财税〔2016〕45号：企业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实施的

股权捐赠，应按规定视同转让股权，股权转让收入额以

企业所捐赠股权取得时的历史成本确定。



税法：

视同销售调增＝100－80＝20万元

捐赠支出调减＝116－96＝20万元

 



A105010

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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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一、视同销售（营业）收入 100 100

11 二、视同销售（营业）成本 80 -80



A105070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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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1 一、非公益性捐赠 　 * * * 　 * *

2 二、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 * 　 * * *

3 三、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4+5+6+7)

4 前三年度（　　　年） * 　 * * * *

5 前二年度（　　　年） * * * *

6 前一年度（　　　年） * * * *

7 本    年（2017　年） 96　 *  120 116 *

8 合计（1+2+3） 　 　 　 　 　 　 　



A105000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54号

A100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13 三、利润总额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A105000） 100　

16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A105000） 1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 　



【综合案例1】

    某企业2016年6月发生符合限额扣除条件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20万元，10月发生符合限额扣除条件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6万元，2016年利润总额为100万；

    2017发生符合限额扣除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3万元，

2017年利润总额为30万；

    2018年发生符合限额扣除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8万

元，非公益性捐赠6万元，准予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10万元，2018年利润总额100万元（不考虑其他事项）。



【解析】

1.2016年公益性捐赠支出扣除限额为100*12%＝12万。

2016年度汇算清缴时，准予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为

12万元。剩余26-12=14万元未在2016年税前扣除。由

于6月的12万元已扣除，剩余8万元未扣除，10月的6万

元未扣除。则：6月剩余的8万元不能再扣除，10月的6

万元准予结转在2017、2018、2019年依次扣除。



2.2017年公益性捐赠支出扣除限额为30*12%＝3.6万元，

2017年度汇算清缴时，先扣除上年结转的，则2016年

仍有6-3.6=2.4万元未在2017年扣除，准予结转在2018、

2019年依次扣除。2017年发生的3万元未在当年税前扣

除，准予结转在2018、2019、2020年依次扣除。



3.2018年公益性捐赠支出扣除限额为100*12%＝12万，

2018年度汇算清缴时，先扣除2016年结转的2.4万元，

再扣除2017年结转的3万元，再扣除当年的6.6万元

（12-2.4-3=6.6万元），剩余8-6.6=1.4准予结转在

2019、2020、2021年依次扣除。



【综合案例2】

       甲企业2020年发生捐赠支出50万元，其中非公

益性捐赠支出10万元，可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10万元，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30万元，当年，

甲企业会计利润1000万元。另，甲企业2017、2018、

2019年度分别结转可扣除的捐赠额40万元。

 



计算过程：

 

甲企业2020年度会计利润1000万元，可税前扣除的公

益性捐赠限额=1000×12%=120万元，扣除以前年度

结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当年发生的限额扣除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30万元结转以后年度扣除。不考虑可全额税前

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10万元，2020年度，甲企业公

益性捐赠支出纳税调增40万元（10+30=40万元），纳

税调减1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