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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公司）所得税的制度效应：基于在中国的应用分析》认为：从西方企业（公司）所得税
的发展来看，企业（公司）所得税的制度调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包括2008年两税合并的新企业
所得税法也是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变迁史中的一个片段，企业所得税本身也应该不断完善，政策制定
者应当将其经济效应与国情结合起来，为未来的政策调整做出一个合理的框架思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

书籍目录

1 导论1.1 研究的缘起1.2 本书相关研究1.2.1 国外相关研究概况1.2.2 国内相关研究概况1.3 本书的写作思
路、框架、研究方法1.3.1 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1.3.2 研究方法1.4 本书的特色与不足1.4.1 本书的特色与
创新1.4.2 本书的不足之处2 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基本问题2.1 公司所得税的开征依据2.2 公司所得税课税
理论的两大流派2.2.1 独立课税论2.2.2 合并课税论2.3 公司所得税税负转嫁2.4 公司所得税制度的形成与
发展2.4.1 国外公司所得税制的改革与发展趋势2.4.2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形成与发展2.4.3 企业所得税改革
的基本理论依据2.5 公司所得税制度的税制要素及比较2.5.1 纳税主体2.5.2 课税对象2.5.3 税率2.5.4 应税
收人项目2.5.5 准予扣除项目2.6 我国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改革的基本动因2.6.1 两税合并之前的税法存
在的问题2.6.2 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2.7 两税合并之后新企业所得税的税制要素简介2.7.1 纳税主体2.7.2
课税对象2.7.3 税率2.7.4 扣除项目规定2.7.5 税收优惠3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财政效应分析3.1 税收的财政原
则3.1.1 充分性原则3.1.2 弹性原则3.1.3 及时性和稳定性3.2 企业所得税财政效应的实证分析3.2.1 企业所
得税财政效应的一般特征3.2.2 充分性3.2.3 税收弹性3.2.4 及时性和稳定性3.2.5 税收流失3.3 两税合并之
后新企业所得税的财政效应分析4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经济效应分析4.1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资源配置效应
分析4.1.1 西方公司所得税影响资源配置的效应理论4.1.2 我国企业所得税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4.2 我
国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效应分析4.2.1 西方所得税理论对企业资本结构的效应理论4.2.2 合并之
前企业所得税对资本结构的效应分析4.2.3 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税收效用的实证分析——以上市公司为
样本4.2.4 西方所得税理论在我国企业资本结构问题上的适应性分析4.3 我国企业所得税对企业投资决
策的效应分析4.3.1 西方所得税理论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效应理论4.3.2 西方所得税理论在我国企业投资行
为决策上的适用性分析4.3.3 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行为的效应分析4.4 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经济效
应4.4.1 企业所得税对于投资的影响4.4.2 企业所得税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4.4.3 企业所得税对外商直接投
资(FDI)的影响4.4.4 企业所得税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4.5 两税合并之后企业所得税的经济效应评估4.5.1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4.5.2 对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4.5.3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4.5.4 对税收征管的
影响5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公平效应分析5.1 企业所得税运行的公平效应机制5.1.1 税收公平原则5.1.2 公司
所得税的公平效应机制5.2 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公平效应的实证分析5.2.1 企业所得税内外资企业税负
比较及制度分析5.2.2 企业所得税产业税负比较及制度分析5.2.3 企业所得税行业税负比较及制度分
析5.2.4 企业所得税区域税负比较及制度分析5.3 两税合并之后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公平效应评估5.3.1 税
基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公平5.3.2 税率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公平5.3.3 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了公平统一5.3.4 税收
征管实现公平统一6 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效应分析6.1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6.2 各
国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经验总结6.2.1 优惠方式多样.主要运用间接优惠方式6.2.2 重点促进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优化6.2.3 鼓励小企业发展6.2.4 促进出口6.2.5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6.3 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回顾6.3.1 区域优惠政策6.3.2 产业优惠政策6.3.3 其他优惠政策6.3.4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特点6.4 两税
合并前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效应分析6.4.1 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效应6.4.2 我国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
策效应分析6.4.3 对两税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的评析6.5 两税合并之后企业所得税优惠制
度的效应分析6.5.1 两税合并前后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的对比6.5.2 两税合并之后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的
有力作用7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完善7.1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称问题7.2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设
计7.3 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基的完善7.4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完善7.5 逐步推进所得税法的一体化7.6 完
善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缴方式后记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

章节摘录

　　这与当初制定此项政策时的国情有重要关系。
首先是财政原因，财政资金较为短缺；其次是其经济发展状况，建设资金的不足，企业旧设备的更新
速度慢，企业的经济效益较低。
这使得我国的折旧体系陷入一种不良循环状态，随着我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就需要改善折旧体系。
按照资产的使用情况制定相应的折旧制度。
　　（6）坏账损失扣除　　各国对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有不同的规定，大概可以分为几类：一是按应
收账款总数的一定比率提取；二是对不同行业规定了不同的提取比率；三是按照应收账款期限的不同
，规定不同的提取比率。
　　在美国，坏账分为经营性坏账和非经营性坏账。
经营性坏账可作为经营费用扣除。
非经营性坏账可作为短期资本利亏予以扣除。
但税法有专门的限制性规定，如果非经营性坏账是由于自愿放弃或出于赠与目的，就不能进行扣除。
坏账的扣除额不得超过公司应收账款的基值。
美国税法规定了专门的注销坏账的方法，经营性坏账可以在纳税人的应收账款全部或部分不能收回的
会计期间内扣除。
如果坏账被部分或全部注销后，纳税人又收回了已注销款，则这部分款项要在收回时作为当期所得申
报纳税。
非经营性坏账也适用于专门的注销方法。
但只有当纳税人最终确定可收回贷款（货款）额低于其基值时，非经营性坏账才可以允许扣除。
　　英国税法规定，赊销经营所发生的呆账（Bad Debt）损失不允许作税前费用扣除。
但是，当某些债务确实无法收回时，则这笔债务允许扣除。
也就是说，一般的坏账准备金是不能扣除的，只有特别准备金（例如，坏账准备金和根据会计期结束
之际实估债务的准备金）是可以扣除的。
　　日本税法对允许计人当期费用的坏账准备金项目及其提取方式都有严格的规定。
对坏账准备金按不同行业规定了呆坏账率，按这一比率提取。
其中批发零售业为1%，制造业为0.8010，金融保险业为0.3%，分期付款零售业为1.3%，其他行业
为0.6%。
同时规定，一定时期内，对实际未使用的准备金部分，则要从当期实际发生费用中扣减，换言之，应
计人应纳税所得当中。
　　韩国税法规定了计提坏账准备金的限额，公司可以选择以下任意一种计算：①按照销售额的10_10
（按总统法令规定，金融机构的坏账准备金限额为销售额的2％）；②按照上一年度的应收账款总额
中用于本年度弥补亏损的准备金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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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的制度效应:基于在中国的应用分析》为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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