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所得税汇算表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总结报告(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所得税汇算表篇一

在今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过程中，我们xx区国税局按
照“转移主体、明确责任、做好服务、强化检查”的指导思
想，将重点放在政策宣传和汇算清缴检查两方面，通过各片、
组人员的大量，汇算清缴取得较好效果，提高和加强了企业
的所得税的管理水平，促进了所得税税收任务的完成，进一
步明确了企业所得税的责权及程序。下面将各方面情况汇报
如下：

一、汇算清缴的基本情况

（一）、汇算清缴企业户数情况：

7户；有限责任公司42户，股份有限公司1户。

（二）、汇算清缴情况：

二、税源分析

自新办企业划归国税管理以来，所得税的户数呈不断增加状
况，且增加户数主要为中小企业。

（一）、200*年度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大户仍以石油公司、中



石化、市烟草、区烟草为主，四户企业所得税1200万元，占
到总收入的91.88。

（二）、新增户数中较成规模纳税5万元以上的有：通信实业
集团xx市分公司，纳所得税5.7万元；xxx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纳25万；xx广告公司纳20万。

（三）、投资较大、但尚无收入、无收益的有：房地产开发
公司新增11户，均无收入；xxx建设有限公司投资上亿元，主
要进行“xx路”的管理收费，仍在筹建阶段；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县市财政局和交通局投资上亿元成立的用于城市建
设的目的，目前尚未启动。

（四）、其他中小企业数量增加较快：主要有商贸企业、代
理、咨询、技术开发等中介结构、苗圃、花卉、林木业、饮
食业、旅游服务业、建筑、装潢业。

三、税收政策和贯彻落实情况及存在问题

监督和检查力度，将有关所得税政策采取公告、提供咨询、
培训、辅导等方式，帮助纳税人理解政策、准确计算税款。
二是对内完善企业所得税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责权和程序，
规范执法行为。主要做好下列：

1、规范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建立健全的征管审核资料。
由于中小企业的纳税意识、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诸多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结合本辖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不
同的所得税管理征收方式，从严控制核定征收的范围，坚持
一户一核。严格遵守相关的`程序，并督促、引导企业向依法
申报，税务部门查帐征收的征收管理方式过度，争取逐年减
少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户数。

2、重点加强对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夯实企
业所得税税基。



3、加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及扣税凭证的管理，严格审
查和把关，凡不按规定报经批准的，一律不得在税前扣除或
进行税务处理。

（二）税收政策贯彻执行中存在问题：

对新办理开业登记的企业界限仍有不明显之处，经常和地税
部门有冲突，存在不同的认识，各自看法不一。

缴纳营业税户，发票由地税部门管理，国税部门无法有效监
控，易造成税收漏洞。

四、企业所得税管理经验、问题及建议

当前，企业所得税的管理主要是如何加强中小企业所得税的
管理，中小企业所得税管理突出问题是：有些中小企业财务
核算，纳税申报不全不实，不仅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同时
也影响公平核定原则的实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
深入，中小企业数量将进一步扩大，其所得税征管将会成为
税务部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应将放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加强税法宣传和纳税辅导：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外的中小企业应采取针对性强，覆盖面
广，行之有效的方法，注意将宣传、培训和辅导有机的结合
起来，确保纳税人了解企业所得税政策和法规。

（二）、建设和完善税源监控体系

中小企业点多、面广，经营变化大，税源分散，不易及时了
解和掌握不断变化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本地区税源变化情
况，因此，急需建设中小企业税源监控体系，要和工商、银
行、计经委及企业主管部门等建立联系制度，定期核对有关



资料，交换有关信息，切实抓好源头管理。目前，我们已发
现部分企业办理税务登记证后，银行帐号一开具就找不见了。
国税局、地税局之间应密切配合，及时沟通征管信息，齐抓
共管、堵塞漏洞。

（三）、结合实际，搞好征收方式的认定

收的征收管理方式过度，争取逐年减少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
户数。

（四）、加强企业所得税的核定征收

在调查测算的基础上，根据“办法”规定应税所得率幅度范
围，参照毗邻县（市）标准，制定本区的分行业的具体应收
所得率；根据行业、地段等情况，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定额水
平确定企业所得税定额。定额应采取公开、公平的原则，要
考虑企业的税收负担情况，对实行定额征收的纳税人实际应
纳所得税额高于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纳所得税额20，而没有及
时申报调整定额的，一经检查按偷税处理。

以上是我们**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请市局批评指正。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来源于网，欢迎阅读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报告。

收的征收管理方式过度，争取逐年减少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
户数。

（四）、加强企业所得税的核定征收

在调查测算的基础上，根据“办法”规定应税所得率幅度范
围，参照毗邻县（市）标准，制定本区的分行业的具体应收
所得率；根据行业、地段等情况，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定额水
平确定企业所得税定额。定额应采取公开、公平的原则，要



考虑企业的税收负担情况，对实行定额征收的纳税人实际应
纳所得税额高于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纳所得税额20，而没有及
时申报调整定额的，一经检查按偷税处理。

以上是我们**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请市局批评指正。

所得税汇算表篇二

根据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按年计算，分月或分季
按月(季)预缴(一般是分季度预缴)

年终汇算清缴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如下：

1.按月或按季计算应预缴所得税额：中

借：所得税

贷：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

2.缴纳季度所得税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3.跨年4月30日前汇算清缴，全年应交所得税额减去已预缴税
额，正数是应补税额：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

4.缴纳年度汇算清应缴税款：

借：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5.重新分配利润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6.年度汇算清缴，如果计算出全年应纳所得税额少于已预缴
税额：

借：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其他应收款--应收多缴所得
税款)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重新分配利润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8.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退还多缴税款：

借：银行存款中国会计社区

贷：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其他应收款--应收多缴所得
税款)

9.对多缴所得税额不办理退税，用以抵缴下年度预缴所得税：

借：所得税

贷：应交税金-应交企业所得税(其他应收款--应收多缴所得
税款)



10.免税企业也要做分录：

借：所得税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贷：资本公积

借：本年利润

贷：所得税

另外；对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如果上年度年终结账后，于本年度发现上年度所得税计算有
误，应通过损益科目“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进行会计处理。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借方发生额，反映企业以前年
度多计收益、少计费用而调整的本年度损益数额；贷方发生
额反映企业以前年度少计收益、多计费用而需调整的本年度
损益数额。

根据税法规定，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应提未提的
扣除项目，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后发现的，不得转移以后年
度补扣。但多计多提费用和支出，应予以调整。

企业发现上年度多计多提费用、少计收益时，编制会计分录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会计分录大全]

所得税汇算表篇三

下列在2022年发生的税前扣除，纳税人可在汇算期间填报或
补充扣除：

(一)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

(三)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四)符合条件的个人养老金扣除。

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可在综合所得或经
营所得中申报减除费用6万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但不得重复申报减除。

所得税汇算表篇四

收的征收管理方式过度，争取逐年减少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
户数。

（四）、加强企业所得税的核定征收

在调查测算的基础上，根据“办法”规定应税所得率幅度范
围，参照毗邻县（市）标准，制定本区的分行业的具体应收
所得率；根据行业、地段等情况，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定额水
平确定企业所得税定额。定额应采取公开、公平的原则，要
考虑企业的税收负担情况，对实行定额征收的纳税人实际应
纳所得税额高于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纳所得税额20，而没有及
时申报调整定额的，一经检查按偷税处理。



以上是我们**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请市局批评指正。

所得税汇算表篇五

所得税汇算清缴，是指纳税人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年计算，
分月或分季预缴（企业所得税条例明确的，但一般是按季），
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汇算清缴的主体是纳税人，即由纳税人在税务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自行汇算，也称为自查。以后如果被税务检查出问题，
就可能被定为偷税，除了补税外，还要加收滞纳金和罚款。

纳税人应及时学习有关税收政策（最好能参加税务的汇算培
训）掌握《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不仅是所得税方面
的，还有其他税费方面的政策，因为税前列支的税费如果计
提缴纳有错，也直接影响所得税的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