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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外所得抵扣税额的计算

境外已纳税额扣除，是避免国际间对同一所
得重复征税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税法规定对境
外已纳税款实行限额扣除。

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
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关规
定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
税款。

抵免限额采用分国不分项的计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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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抵免适用情况

1.直接抵免——对进行境外经营所得已纳税款

的抵扣

（1）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
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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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接抵免——对进行境外投资所得已

纳税款的抵扣

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
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
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
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
额，在税法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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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免限额的计算

境外所得税税款扣除限额公式：

抵免限额=境内、境外所得按税法计算的应纳税
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境内、
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该公式可以简化成：

抵免限额

=来源于某国的（税前）应纳税所得额×我国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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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免限额的具体应用

1.用抵免限额与境外实纳税额比大小，择其小者在境

内外合计应纳税额中抵扣。

（1）如果纳税人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

税款低于扣除限额，可从应纳税额中据实扣除；

（2）如果超过扣除限额，其超过部分不得从本年度应

纳税额中扣除，也不得列为本年度费用支出，但可

以用以后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

进行抵补，补扣期限最长不能超过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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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某企业2014年来自境外A国的已纳所得税因超过抵
免限额尚未扣除的余额为1万元，2015年在我国境内所得
160万元，来自A国税后所得20万元，在A国已纳所得税额5
万元，其在我国汇总缴纳多少所得税？

【答案及解析】2015年境内、外所得总额=160+20+5=185（
万元）

境内外总税额=185×25%=46.25（万元）

2015年A国扣除限额=46.25×（20+5）/185=6.25（万元）

在我国汇总纳税=46.25-5-1=40.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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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企业核定征收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核定征收的范围：6条

【注意】专门从事股权（股票）投资业务的企业,不得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核定征收的办法

分为定率（核定应税所得率）和定额（核定应纳所得

税额）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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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务机关采用相关方法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1）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
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

（2）按照应税收入额或成本费用支出额定率核定；

（3）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测算
核定；

（4）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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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应纳所得税额
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

或：应纳税所得额=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
应税所得率

实行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经
营多业的，无论其经营项目是否单独核算，均由税务机关
根据其主营项目确定适用的应税所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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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某批发兼零售的居民企业，2010年度自行申
报营业收入总额350万元、成本费用总额370万元，当年亏
损20万元。经税务机关审核，该企业申报的收入总额无法
核实，成本费用核算正确。假定对该企业采取核定征收企
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为8%，该居民企业2010年度应缴纳
企业所得税（ ）万元。

A.7.00B.     7.40     C.7.61     D.8.04

【答案】D

【解析】该居民企业2010年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370÷（1-
8%）×8%×25%=32.17×25%=8.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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