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
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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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现就物流企业大宗商品
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对物
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二、本通知所称物流企业，是指至少从事仓储或运输一
种经营业务，为工农业生产、流通、进出口和居民生活提供
仓储、配送等第三方物流服务，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并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为物流、仓储或运输的专业
物流企业。

三、本通知所称大宗商品仓储设施，是指同一仓储设施
占地面积在6000平方米及以上，且主要储存粮食、棉花、油
料、糖料、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化肥、农药、种
子、饲料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煤炭、焦炭、矿砂、非
金属矿产品、原油、成品油、化工原料、木材、橡胶、纸浆
及纸制品、钢材、水泥、有色金属、建材、塑料、纺织原料
等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仓储设施。

仓储设施用地，包括仓库库区内的各类仓房（含配送中
心）、油罐（池）、货场、晒场（堆场）、罩棚等储存设施和铁
路专用线、码头、道路、装卸搬运区域等物流作业配套设施
的用地。

四、物流企业的办公、生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从事大
宗商品仓储的用地，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
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五、非物流企业的内部仓库，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
范围，应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六、本通知印发之日前已征的应予减免的税款，在纳税
人以后应缴税款中抵减或者予以退还。

七、符合上述减税条件的物流企业需持相关材料向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7年4月26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
财税〔2017〕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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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科技局：

为进一步激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
现就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以下简称研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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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再按
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
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
其他政策口径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 119
号)规定执行。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和管理办法由科技部、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发布。科技、财政和税务部门应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及时共享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相关信息，加强协
调配合，保障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2017年5月2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7〕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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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自2017年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
的增值税税率。现将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1%：
农产品（含粮食）、自来水、暖气、石油液化气、天然

气、食用植物油、冷气、热水、煤气、居民用煤炭制品、食
用盐、农机、饲料、农药、农膜、化肥、沼气、二甲醚、图
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上述货物的具体范围见本通知附件1。
二、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按下列规定抵扣进项税额：
（一）除本条第（二）项规定外，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

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
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
率计算进项税额。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
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
不变。

（三）继续推进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纳
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已实行核定扣除的，仍按照《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
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
范围的通知》（财税[2013]57号）执行。其中，《农产品增值
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2]38号印发）
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的扣除率调整为11%；第（三）项规
定的扣除率调整为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执行。

（四）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
的蔬菜、部分鲜活肉蛋而取得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
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五）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7%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服务的，应当分别核
算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
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未分别核算的，统一以增值税专用发
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
额，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二款
第（三）项和本通知所称销售发票，是指农业生产者销售自
产农产品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而开具的普通发票。

三、本通知附件2所列货物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1%。
出口货物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

的出口日期界定。
外贸企业2017年8月31日前出口本通知附件2所列货

物，购进时已按13%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13%出口退税
率；购进时已按11%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11%出口退税
率。生产企业2017年8月31日前出口本通知附件2所列货
物，执行13%出口退税率。出口货物的时间，按照出口货物
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执行。

四、本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执行。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税率、扣除率、相

关货物具体范围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75号）第三条同时废止。

五、各地要高度重视简并增值税税率工作，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周密安排，明确责任。

做好实施前的各项准备以及实施过程中的监测分析、宣
传解释等工作，确保简并增值税税率平稳、有序推进。遇到
问题请及时向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反映。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7年4月28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

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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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
康发展，现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
策通知如下:

一、税收试点政策
（一）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

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以下简称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年（24个月，下同）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
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
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二）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
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
的，该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１．法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法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当年不足
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２．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当年
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三）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
技型企业满2年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转让该初创
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当期不足抵扣的，可
以在以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时
结转抵扣。

天使投资个人在试点地区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的，
对其中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天使投资个人对其
投资额的70%尚未抵扣完的，可自注销清算之日起36个月内
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其他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
税所得额。

二、相关政策条件
（一）本通知所称初创科技型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１．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

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２．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200人，其中具有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不低于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
收入均不超过3000万；

３．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个月，下同）；
４．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

交易所上市；
５．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

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0%。
（二）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试点政策的创业投资企业，应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１．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

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或合伙创投企业，且不属于被投资初
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

２．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
10部门令第39号）规定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证监会令第105号）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按
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

３．投资后2年内，创业投资企业及其关联方持有被投
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50%；

４．创业投资企业注册地须位于本通知规定的试点地区。
（三）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的天使投资个人，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１．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雇员或其

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
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下同），且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
业不存在劳务派遣等关系；

２．投资后2年内，本人及其亲属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
型企业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50%；

３．享受税收试点政策的天使投资个人投资的初创科技
型企业，其注册地须位于本通知规定的试点地区。

（四）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的投资，仅限于通
过向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直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股权投
资，不包括受让其他股东的存量股权。

三、管理事项及管理要求
（一）本通知所称研发费用口径，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执行。

（二）本通知所称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
职工人员及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人员。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
指标，按照企业接受投资前连续12个月的平均数计算，不足
12个月的，按实际月数平均计算。

本通知所称销售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
入；年销售收入指标，按照企业接受投资前连续12个月的累
计数计算，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月数累计计算。

本通知所称成本费用，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
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三）本通知所称投资额，按照创业投资企业或天使投资
个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额确定。

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额，按照
合伙创投企业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额和合伙协议约定
的合伙人占合伙创投企业的出资比例计算确定。合伙人从合伙
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
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规定计算。

（四）天使投资个人、创业投资企业、合伙创投企业法人
合伙人、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应按规定向税务机关履行备
案手续。

（五）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天使投资个人投资满2年，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天使投资个人转
让该企业股票时，按照现行限售股有关规定执行，其尚未抵
扣的投资额，在税款清算时一并计算抵扣。

（六）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的纳税人，其主管
税务机关对被投资企业是否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有异议
的，可以转请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材料。对纳
税人提供虚假资料，违规享受税收试点政策的，应按税收征
管法相关规定处理，并将其列入失信纳税人名单，按规定实
施联合惩戒措施。

四、执行时间及试点地区
本通知规定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自2017年1月1日起试点

执行，个人所得税政策自2017年7月1日起试点执行。执行日
期前2年内发生的投资，在执行日期后投资满2年，且符合本通
知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可以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

本通知所称试点地区包括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
四川、武汉、西安、沈阳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和苏州
工业园区。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7年4月28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保监会
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

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
财税〔2017〕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
局、保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自2017年7月1日起，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
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政策内容
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

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
为2400元/年（200元/月）。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计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
视同个人购买，按上述限额予以扣除。

2400元/年（200元/月）的限额扣除为个人所得税法规
定减除费用标准之外的扣除。

二、关于适用对象
适用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是指取得工

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及取得个体工
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
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合伙人和承
包承租经营者。

三、关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规范和条件
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是指保险公司参照个人

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指引框架及示范条款（见附件）开
发的、符合下列条件的健康保险产品：

（一）健康保险产品采取具有保障功能并设立有最低保证
收益账户的万能险方式，包含医疗保险和个人账户积累两项责
任。被保险人个人账户由其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负责管理维护。

（二）被保险人为16周岁以上、未满法定退休年龄的纳
税人群。保险公司不得因被保险人既往病史拒保，并保证续
保。

（三）医疗保险保障责任范围包括被保险人医保所在地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内的自付费用及部分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付范围外的费用，费用的报销范围、比例和额度由各
保险公司根据具体产品特点自行确定。

（四）同一款健康保险产品，可依据被保险人的不同情
况，设置不同的保险金额，具体保险金额下限由保监会规定。

（五）健康保险产品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对医疗保险
部分的简单赔付率低于规定比例的，保险公司要将实际赔付
率与规定比例之间的差额部分返还到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

根据目标人群已有保障项目和保障需求的不同，符合规
定的健康保险产品共有三类，分别适用于：1.对公费医疗或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
群；2.对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特定大
额医疗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群；3.未参加公费医疗或基本医
疗保险，对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群。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保险公
司应按《保险法》规定程序上报保监会审批。

四、关于税收征管
（一）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或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单位负担部分应当实名
计入个人工资薪金明细清单，视同个人购买，并自购买产品
次月起，在不超过200元/月的标准内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
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以后年度续保时，
按上述规定执行。个人自行退保时，应及时告知扣缴单位。
个人相关退保信息保险公司应及时传递给税务机关。

（二）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
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应当及时向代扣
代缴单位提供保单凭证。扣缴单位自个人提交保单凭证的次
月起，在不超过200元/月的标准内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金
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以后年度续保时，按
上述规定执行。个人自行退保时，应及时告知扣缴义务人。

（三）个体工商户业主、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个
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投资者自行购买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
产品的，在不超过2400元/年的标准内据实扣除。一年内保
费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以后年度续保
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五、关于部门协作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涉及环节和部门

多，各相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切实落实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
所得税政策。

（一）财政、税务、保监部门要做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宣传解释，优化服务。税务、保监部门应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共享商业健康保险涉税信息。

（二）保险公司在销售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时，要为购买健
康保险的个人开具发票和保单凭证，载明产品名称及缴费金
额等信息，作为个人税前扣除的凭据。保险公司要与商业健
康保险信息平台保持实时对接，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三）扣缴单位应按照本通知及税务机关有关要求，认真
落实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前扣除政策。

（四）保险公司或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应向税务机关提
供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相关信息，并配合税务机关做好
相关税收征管工作。

六、关于实施时间
本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执行。自2016年1月1日起

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地区，自2017年7
月1日起继续按本通知规定的政策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 保监会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
的通知》（财税〔2015〕 5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
监会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5〕126号)同时废止。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保监会
2017年4月28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7〕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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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现就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
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对年应纳
税所得额低于50万元（含5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前款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
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元，从
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元，从
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二、本通知第一条所称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
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
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

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 34号）和《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
通知》（财税〔2015〕 99号）自2017年1月1日起废止。

四、各级财政、税务部门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的规定，积
极做好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宣传辅导工作，确保
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7年6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7年第16号

为进一步加强增值税发票管理，保障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工作顺利实施，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健
康公平的税收环境，现将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2017年7月1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
税普通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方
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

本公告所称企业，包括公司、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企业
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企业。

二、销售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发票内容应按照实际销售
情况如实开具，不得根据购买方要求填开与实际交易不符的内
容。销售方开具发票时，通过销售平台系统与增值税发票税控
系统后台对接，导入相关信息开票的，系统导入的开票数据内
容应与实际交易相符，如不相符应及时修改完善销售平台系统。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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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国务院推出系列减税措施，持续推动实体经

济降成本增后劲。为确保国务院各项减税优惠政策有效
落地，白城市国家税务局、白城市地方税务局特在《白
城日报》公布相关文件，进行宣传公告。同时，为进一
步加强增值税发票管理，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
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16号）一并公
布，请广大纳税人积极关注，并遵照执行。

落实国务院减税政策落实国务院减税政策 助力纳税人减负增效助力纳税人减负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