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税法认知

技能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

【解析】选项 C，属于行为税。

2.【答案】D

【解析】对税收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1）国家征税的目的是使得国

家机器有效运转、行使国家职能，满足社会成员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2）国

家征税凭借的是公共权力（政治权力）。税收的征收主体只能是代表社会全体成员行使公共

权力的政府，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或个人均无权征税。与公共权力相对应，政府必须承担运

用税收来管理社会和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义务。（3）税收是国家筹

集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4）税收必须借助法律的形式进行。

因此，选项 D 的表述错误。

3.【答案】A

【解析】选项 BC，属于从价税。选项 D，属于复合税。

4.【答案】A

【解析】选项 BCD，都属于间接税。

5.【答案】D

【解析】选项 D 的正确表述应为：从税收与税法的区别来看，税收属于经济基础范

畴，税法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6.【答案】C

【解析】选项 ABD 属于税法适用原则。

7.【答案】D

【解析】选项 A，黄酒消费税采用定额税率征收；选项 B，土地增值税采用超率累进

税率征收；选项 C，合伙企业投资者从合伙企业取得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

率征收。

二、多项选择题

1.【答案】ABD

【解析】税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此，选项 C，不属于税

收的特征。

2.【答案】ABC

【解析】选项 D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立法，属于准法律。

3.【答案】ABD

【解析】实质课税原则属于税法基本原则，而不是税法适用原则。

4.【答案】ABC

【解析】选项 D，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是税收的特征，而非税法的特征。

5.【答案】BC

【解析税务局主要负责下列税种及非税收入等的征收和管理：增值税（进口环节增

值税除外）、消费税（进口环节消费税除外）、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



值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环境保护税、出口退税（增值税、消费税）、非税收入和社

会保险费等。选项 AD，属于海关主要负责征收和管理的税种。

6.【答案】AC

【解析】选项 B，属于中央政府固定收入。选项 D，属于地方政府固定收入。

7.【答案】ABCD

【解析】税收执法权主要包括税款征收管理权、税务检查权、税务稽查权、税务行

政复议裁决权、税务行政处罚权。

三、判断题

1.【答案】×

【解析】税收的无偿性是对个体（具体）纳税人而言的，其享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与其缴纳的税款并非一一对等；但就纳税人整体而言，两者是对等的。

2.【答案】√

3.【答案】×

【解析】中央税是指收入归中央政府支配使用的各种税，如消费税、关税等。增值

税不属于中央税，而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分享 50%，地方分享 50%。

4.【答案】×

【解析】起征点是征税对象达到一定金额才开始征税的起点，若征税对象计税金额

未达到起征点则不予征税，若征税对象计税金额达到起征点则按全部金额计征税款。免征

额是在征税对象的全部金额中免予征税的那一部分数额，对免征额的部分不予征税，仅对

超过免征额的部分计征税款。

5.【答案】√

6.【答案】×

【解析】海关主要负责下列税种的征收和管理：关税、船舶吨税、进出口环节增值

税和消费税（海关代征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7.【答案】√

实战演练

【答案】

（1）如果按照全额累进税率计算税额，则

张三应纳税额=36000×3%=1080（元）

李四应纳税额=36001×10%=3600.1（元）

王五应纳税额=660000×30%=198000（元）

赵六应纳税额=660001×35%=231000.35（元）

由此可见，李四比张三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1元，税额却增加 2520.1 元（3600.1-1080）；

赵六比王五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1 元，税额却增加 33000.35 元（231000.35-198000），税负

变化极不合理。

（2）如果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税额，则

张三应纳税额=36000×3%=1080（元）

李四应纳税额=36000×3%+1×10%=1080.1（元）

或 李四应纳税额=36001×10%-2520=1080.1（元）



王五应纳税额=36000×3%+（144000-36000）×10%

+（300000-144000）×20%+（420000-300000）×25%

+（660000-420000）×30%

=145080（元）

或 王五应纳税额=660000×30%-52920=145080（元）

赵六应纳税额=36000×3%+（144000-36000）×10%

+（300000-144000）×20%+（420000-300000）×25%

+（660000-420000）×30%+（660001-660000）×35%

=145080.35（元）

或 赵六应纳税额=660001×35%-85920=145080.35（元）

由此可见，李四比张三全年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1 元，税额只增加 0.1 元（1080.1-1080）；

赵六比王五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1 元，税额只增加 0.35 元（145080.35-145080），税负变化

合理。

项目二 增值税法

技能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D

【解析】选项 A，水路运输的期租业务属于“交通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选

项 B，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属于“交通运输服

务——陆路运输服务”。选项 C，融资性售后回租属于“金融服务——贷款服务”。选项 D，

车辆停放服务属于“租赁服务——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2.【答案】D

【解析】选项 A，自来水适用 9%的增值税税率。选项 B，杂志适用 9%的增值税税率。

选项 C，沼气适用 9%的增值税税率。选项 D，热力适用 13%的增值税税率。

3.【答案】A

【解析】采取赊销方式销售货物，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

日期的当天（8月 10 日），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

当天。

4.【答案】C

【解析】选项 A，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选项 B，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选

项 C，属于增值税兼营行为。选项 D，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

5.【答案】C

【解析】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的，应按新货物的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不得

扣减旧货物的收购价格。

甲公司本年 1月销售冰箱的增值税销项税额=50×4500÷（1+13%）×13%

=25884.96（元）

6.【答案】D



【解析】选项 D，金融商品的买入价，可以选择加权平均法或者移动加权平均法进行

核算，选择后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7.【答案】C

【解析】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可以放弃免税，依照《增值税

暂行条例》或者《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缴纳增值税。放弃免税后，36

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

8.【答案】D

【解析】选项 D，本题销售的货物是“冰柜”，属于金银首饰以外的其他货物。纳税

人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的，应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不得扣减旧货

物的收购价格。“3390 元”为含增值税价格，应当进行价税分离。甲公司当月该业务增值税

销项税额=3390×200÷（1+13%）×13%=78000（元）。

9.【答案】D

【解析】选项 D，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0.【答案】C

【解析】选项 C，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

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

二、多项选择题

1.【答案】ABC

【解析】选项 D，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视同销售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2.【答案】ABC

【解析】选项 C，自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境内的不动产，

从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准予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选项 D，取得的是普通发票，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3.【答案】BCD

【解析】选项 A，贷款服务，以提供贷款服务取得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

售额。选项 B，经纪代理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

付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选项 C，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

人提供客运场站服务，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承运方运费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选项 D，试点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4.【答案】BCD

【解析】选项 B，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

消费的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进项税额不得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

抵扣。选项 C，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从

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选项 D，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及相关的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其进项税额不得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

5.【答案】ACD

【解析】选项 B，一般纳税人销售港口码头服务，不能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6.【答案】BD

【解析】下列情形不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或者无形资产：（1）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



境内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2）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

人销售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无形资产。（3）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出租完全

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4）境外单位或者个人为出境的函件、包裹在境外提供的邮政服

务、收派服务。（5）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施工地点在境外的

建筑服务、工程监理服务。（6）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矿产

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7）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会议

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8）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7.【答案】ABD

【解析】选项 C，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属于增值税免税

项目。

8.【答案】BD

【解析】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价外费用包括包装物租金，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

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不包括在销售额内。因此选项 BD 正确。

9.【答案】ABD

【解析】航空运输的干租业务实际等于出租航空器，按“出租有形动产”缴纳增值

税。

10.【答案】ABC

【解析】增值税专用发票基本联次有发票联、抵扣联、记账联。

三、判断题

1.【答案】√

2.【答案】√

3.【答案】√

4.【答案】×

【解析】以 1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规定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银行、财务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信用社，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纳税人。

5.【答案】×

【解析】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

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6.【答案】×

【解析】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适用免税、减税规定的，可以放弃免税、减税，依照

规定缴纳增值税。放弃免税、减税后，36 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减税。

7.【答案】√

8.【答案】×

【解析】以出口货物为例，零税率是指除了对出口货物在出口环节不征收增值税外，

还要对产品在出口前已经缴纳的增值税进行退税。

9.【答案】×

【解析】纳税人采取还本销售方式销售货物，其销售额就是货物的销售价格，不得

从销售额中减除还本支出。

10.【答案】√

四、计算分析题



1.【答案】

应税销售额=成本×（1+成本利润率）=400×500×（1+10%）=220000（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220000×13%=28600（元）

2.【答案】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的营改增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 13%税

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本年 1 月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200000×（9%+1%）+1000×9%=200000×10%+1000

×9%=20090（元）

3.【答案】

应纳进口关税=20000×20%=4000（元）

组成计税价格=（20000+4000）÷（1-25%）=32000（元）

应纳进口环节增值税=32000×13%=4160（元）

4.【答案】

应纳增值税=309000÷（1+3%）×3%=9000（元）

5.【答案】

（1）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300×（13%-9%）=12（万元）

（2）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650×（13%-9%）-12=14（万元）

（3）当期应纳税额=400×13%-（78-14）-10=-22（万元）

（4）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的抵减额=300×9%=27（万元）

（5）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650×9%-27=31.5（万元）

（6）按规定，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时：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22 万元＜当期免抵退税额 31.5 万元

即甲公司应退税额=22（万元）

（7）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31.5-22=9.5（万元）

实战演练

【答案】

（1）业务（1）：购进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业务（2）：一般纳税人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原材料，由于取得的是增值税普

通发票，因此不得抵扣原材料的进项税额，但是支付运输企业的运费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

票，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则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1200×9%=108（元）

业务（3）：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33900÷（1+13%）×13%=3900（元）

业务（6）：进项税额转出=3000×13%=390（元）

当月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108+3900-390=3618（元）

（2）业务（4）中，销售汽车装饰物品、提供汽车修理劳务、出租汽车，均属于增值

税征收范围，税率均为 13%。

增值税销项税额=12000×13%+16000×13%+7000×13%=4550（元）



（3）业务（5）：应纳增值税=20600÷（1+3%）×2%=400（元）

业务（7）：应纳增值税=（1525000-1000000）÷（1+5%）×5%=25000（元）

甲企业当月应纳增值税合计=4550-3618+400+25000=26332（元）

项目三 消费税法

技能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B

【解析】选项 B，纳税人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和抵偿债务等方面

的应税消费品，应当以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计算消费税。

甲高尔夫球具厂当月该笔业务应纳消费税=10×3.2×10%=3.2（万元）。

2.【答案】C

【解析】进口消费税=（关税完税价格+关税）÷（1-消费税比例税率）×消费税比

例税率=（42.9+12）÷（1-8%）×8%×200=954.78（万元）

3.【答案】A

【解析】选项 B，外购已税电池为原料生产的电池，不可以抵扣已纳消费税税款。选

项 C，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石脑油、润滑油、燃料油为原料生产的成品油可以抵扣已纳消

费税税款，但不包括溶剂油。选项 D，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小汽车为原料生产的小汽车，

不可以抵扣已纳消费税税款。

4.【答案】B

【解析】卷烟实行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复合方法计征消费税，甲卷烟厂应纳消费税=

不含增值税销售额×消费税比例税率+销售数量×定额税率=67800÷（1+13%）×36%+1000

×200×0.003=22200（元）。

5.【答案】B

【解析】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纳税人以 1 日、3 日、5 日、10 日或者 15 日

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5 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 日起至 15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

上月应纳税款。

6.【答案】B

【解析】我国现行消费税中对白酒和卷烟实行复合计税办法。

7.【答案】A

【解析】酒类（葡萄酒除外）不属于已纳消费税可抵扣范围，所以不得抵扣已纳消

费税。

二、多项选择题

1.【答案】ACD

【解析】选项 A，卷烟在批发环节加征消费税。选项 B，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

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征收消费税。选项 C，钻石及钻石饰品仅在零售环节征

收消费税。选项 D，超豪华小汽车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

2.【答案】ABD

【解析】选项 C，私人飞机不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消费税。

3.【答案】BCD



【解析】选项 A，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

天，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或者无书面合同的，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

4.【答案】ACD

【解析】选项 B，通过代加工方式生产电子烟的，由持有商标的企业缴纳消费税。

5.【答案】ABC

【解析】选项 A，高尔夫球帽不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选项 B，工艺筷子不属于消

费税的征税范围。选项 C，葡萄酒在零售环节不征收消费税。选项 D，电池属于应税消费品。

纳税人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于纳税人销售时纳税。

6.【答案】ABD

【解析】选项 C，卷烟消费税改为在生产和批发两个环节征收后，批发企业在计算应

纳税额时不得扣除已含的生产环节的消费税税款。

7.【答案】ACD

【解析】选项 A，纳税人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省的，不适用由总机构汇总缴纳

消费税的特殊规定，应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分别向各自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选项 C，委托个人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委托方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选项 D，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由进口人或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三、判断题

1.【答案】√

2.【答案】√

3.【答案】×

【解析】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纳税人用外购的已税珠宝、玉石原料生产的

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镶嵌首饰），在计税时一律不得扣除外购珠宝、玉石

的已纳税款。

4.【答案】√

5.【答案】×

【解析】卷烟在批发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金银铂钻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6.【答案】√

7.【答案】√

四、计算分析题

1.【答案】

应纳消费税=20×250=5000（元）

2.【答案】

卷烟的消费税实行复合计征，外购已税烟丝连续生产卷烟的，已纳消费税可以扣除。

应纳消费税=1200×56%+150×100÷10000-80×30%×60%=659.1（万元）

3.【答案】

（1）乙酒厂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87000+（70000+10000）+16×1000×2×0.5]÷

（1-20%）×20%+16×1000×2×0.5=61750（元）

（2）乙酒厂增值税销项税额=（70000+10000）×13%=10400（元）

实战演练



【答案】

（1）应纳进口环节增值税=（19+19×30%）÷（1-5%）×13%=3.38（万元）

应纳进口环节消费税=（19+19×30%）÷（1-5%）×5%=1.3（万元）

甲地板厂应纳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合计=3.38+1.3=4.68（万元）。

（2）准予抵扣的实木地板已纳消费税=1.3×30%+20×5%×60%=0.99（万元）

采取赊销方式销售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销售合同约定的收款日

期的当天。

业务（2）、业务（3）应纳消费税=15×5%+120×5%-0.99=5.76（万元）

（3）自产应税消费品对外投资的，按照最高销售价格计征消费税，应纳消费税=210×

5%=10.5（万元）

（4）将新生产的豪华实木地板 D 用于本企业办公室装修视同销售缴纳消费税。应纳消

费税=38×（1+5%）÷（1-5%）×5%=2.1（万元）

甲地板厂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消费税=5.76+10.5+2.1=18.36（万元）（注：甲地板厂应

纳进口环节消费税 1.3 万元为向海关缴纳的消费税。）

项目四 企业所得税法

技能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B

【解析】选项 B，销售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的，在购买方接受商品以及安装和检验完

毕时确认收入。如果安装程序比较简单，可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2.【答案】B

【解析】选项 B，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于商业折扣，

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不含增值税）确定销售商品

收入金额。甲公司应确认的家电销售收入=67.8÷（1+13%）×80%=48（万元）。

3.【答案】C

【解析】选项 C，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通过当地乡人民政府（非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向教育事业的捐款不属于公益性捐赠。直接捐赠 10 万元税前不得扣除。

本年税前扣除限额=500×12%=60（万元）。待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16+38=54（万元）。待

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54 万元＜扣除限额 60 万元，允许扣除 54 万元。因此，本年准予扣

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为 54 万元（首先扣除上年度结转的 16 万元，再扣除本年度新发生的

38 万元）。

4.【答案】D

【解析】选项 A，属于免税收入。选项 B，属于应税收入。选项 C，属于免税收入。

选项 D，属于不征税收入。

5.【答案】D

【解析】增值税属于价外税，不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之列。

6.【答案】B



【解析】选项 B，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可据实扣除。非金融企业向

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可

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许扣除。本题中，甲公司向非金融企业借款年利率 10%已超过金融企

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税前按年利率 6%的限额扣除。因此，甲公司在计算本年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时，税前准予扣除的利息支出=150×6%÷12×9+50×6%÷12×9=9（万元）。

7.【答案】A

【解析】选项 A，甲公司本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

额-抵免税额=1500×25%-20-30=325（万元）。

8.【答案】B

【解析】选项 A，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 3 年。选项 B，飞机、火车、轮船、机

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 10 年。选项 C，房屋、建筑物的最低折旧年限

为 20 年。选项 D，货车属于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最低折旧年限为 4 年。

9.【答案】C

【解析】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 5 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

10.【答案】D

【解析】企业自建自用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享受第 1~3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4~6
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二、多项选择题

1.【答案】ABCD

【解析】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

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

产或者提供劳务。

2.【答案】AC

【解析】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

税年度结转扣除。在本题中，甲公司本年企业所得税税前可以扣除的职工教育经费限额为

192 万元（2400×8%），超过部分 8 万元（200-192）应调增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结转

至以后纳税年度扣除。

3.【答案】ACD

【解析】选项 B，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和特许权

使用费，以及非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利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

不得扣除。

4.【答案】AC

【解析】选项 A，远洋捕捞，免征企业所得税。选项 B，内陆养殖，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选项 C，林木的培育和种植，免征企业所得税。选项 D，茶的种植，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

5.【答案】ACD

【解析】选项 B，畜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为 3 年。

6.【答案】ABC

【解析】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10 年。



7.【答案】ABC

【解析】免税收入是指属于企业的应税所得但按照税法规定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收入有四项，除选项 ABC 外，还有在中

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选项 D，财政拨款是不负有纳税义务的不征税收入，而非免税收入。

8.【答案】ABD

【解析】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确定。

9.【答案】ABD

【解析】选项 C，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取得财产及转让财产时的各种支出。

10.【答案】ABD

【解析】选项 B，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

费支出，不超过合理的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超过部分，

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选项 AD，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三、判断题

1.【答案】√

2.【答案】√

3.【答案】×

【解析】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

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

销售收入。

4.【答案】×

【解析】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

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

所得税。境外所得不需在境内缴纳企业所得税。

5.【答案】√

6.【答案】√

7.【答案】×

【解析】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 60 日内，向

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8.【答案】×

【解析】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应分别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

管税务机关预缴企业所得税。

9.【答案】√

10.【答案】×

【解析】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在外国

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是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纳税义务人。

四、计算分析题

1.【答案】

职工福利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准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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