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法》（三）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型共14小题，每小题1.5分，共21分。每小题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从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你认为最正确的答

案，用鼠标点击相应的选项。）



《税法》（三）

4.下列各项中，不符合消费税纳税地点规定的是（　）。 

A.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代收代缴

消费税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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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 

C.纳税人到外县（市）销售自产应税消费品的，应向机构所在地或居

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D.自产自销应税消费品的，由纳税人向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缴纳 



《税法》（三）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选项A，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除受托方为个人外，

由受托方向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解缴消费税税款。



《税法》（三）

16.2017年10月，小夏将其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出租，每月收取租金

3200元，签订一年合同，并一次收取六个月的租金。小夏当年应缴纳的

房产税是（　）元。 

A.768 

B.384 

C.731.43 

D.365.71 



《税法》（三）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小夏当年应缴纳的房产税=3200÷（1＋5%）

×3×4%=365.71（元）



《税法》（三）

20.下列各项中，不符合车船税征收管理规定的是（　）。 

A.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为从事交强险的保险机构 

B.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车船所有人的住所所在地 

C.车船税申报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D.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 



《税法》（三）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

人所在地。



《税法》（三）

23.下列关于税务登记和账簿、凭证管理时间规定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 

A.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自营业执照被吊销

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B.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

他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

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税法》（三）

C.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按

照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 

D.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

30日内，按照所代扣、代收的税种，分别设置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账簿 



《税法》（三）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选项D，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按照所代扣、代收的税种，分别设置代扣

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



《税法》（三）

24.下列关于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与管辖的陈述，不正确的是

（　）。 

A.税务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县以上的税务机关 

B.从税务行政处罚的级别管辖来看，均必须是县（市、旗）以上的

税务机关 

C.从税务行政处罚的地域管辖来看，税务行政处罚实行行为发生地

原则 

D.从税务行政处罚的管辖主体的要求来看，必须有税务行政处罚权 



《税法》（三）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从税务行政处罚的级别管辖来看，必须是县（市、旗）

以上的税务机关。但是税务所可以实施罚款额在2000元以下的税务行政

处罚。这是《征管法》对税务所的特别授权。选项B绝对化了。



《税法》（三）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型共14小题，每小题1.5分，共21分。每小题

均有多个正确答案，请从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用

鼠标点击相应的选项。每小题所有答案选择正确的得分，不答、错答、漏

答均不得分。）



《税法》（三）

3.根据消费税的现行规定，下列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应缴纳消

费税的有（　）。 

A.石化工厂把自产的柴油用于本厂基建工程的设备使用 

B.化妆品厂将自产高档化妆品作为广告样品 

C.化妆品制造厂将自产的香粉用于连续生产舞台演员化妆用的油彩 

D.实木地板厂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连续生产漆饰地板 



《税法》（三）

【正确答案】ABC 

【答案解析】选项D属于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不缴纳的消费税的情况。



《税法》（三）

10.下列各项中，应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的有（　）。 

A.融资租赁租入的房产 

B.产权出典的房产 

C.无租使用其他单位的房产 

D.用于美容院使用的居民住宅区内业主共有的经营性房产 



《税法》（三）

【正确答案】ABC 

【答案解析】选项D从租计征房产税。



《税法》（三）

12.税务机关可按照一定标准确定非居民企业的利润率，利润率为

15%~30%的有（　）。 

A.从事承包工程作业 

B.从事管理服务的 

C.从事设计劳务的 

D.从事咨询劳务的 



《税法》（三）

【正确答案】ACD 

【答案解析】税务机关可按照以下标准确定非居民企业的利润率：

①从事承包工程作业、设计和咨询劳务的，利润率为15%~30%；

②从事管理服务的，利润率为30%~50%；

③从事其他劳务或劳务以外经营活动的，利润率不低于15%。



《税法》（三）

14.下列符合欠税清缴制度规定的有（　）。 

A.责令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B.缓缴税款的审批权限集中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国税局、地税局 

C.欠缴税款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

产之前，应向税务机关报告 

D.税务机关可以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行使代位权、撤销权 



《税法》（三）

【正确答案】BCD 

【答案解析】选项A，责令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15日。



《税法》（三）

三、计算问答题（本题型共4小题6分。其中1道小题可以选用中文或

英文解答，请仔细阅读答题要求。如使用英文解答，须全部使用英文，答

题正确的，增加5分。本题型最高得分为29分。涉及计算的，要求列出计

算步骤，否则不得分，除非题目特别说明不需要列出计算过程。）



《税法》（三）

2.某城市一日化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生产化妆品，2017

年12月发生以下业务：

（1）从国外进口一批散装化妆品，关税完税价格为250000元，关

税税率为40%。

（2）将进口化妆品的70%生产加工为成套化妆品，本月销售4000套，

每套不含税价500元。

（3）将上月购进的价值60000元的原材料委托一县城日化厂（小规

模纳税人）加工化妆品，支付不含税加工费6000元，加工产品已收回。



《税法》（三）

（4）以自产不含税价格20000元的化妆品，与自产不含税价格5000

元的护肤品（分别核算销售额）组成精美礼品盒销售，开具专用发票上注

明销售额30000元。

（以上化妆品均为高档化妆品，消费税税率为15%）

根据上述资料，按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题，每问需计算出合计数。 



《税法》（三）

（1）计算该日化公司12月份应纳进口环节税金。



《税法》（三）

（1）计算该日化公司12月份应纳进口环节税金。

【答案】进口化妆品应纳关税=250000×40%=100000（元）

进口化妆品应纳消费税=（250000+100000）÷（1-15%）

×15%=61764.71（元）

进口化妆品应纳增值税=（250000+100000）÷（1-15%）

×17%=70000（元）

进口环节税金=100000＋61764.71＋70000=231764.71（元） 



《税法》（三）

（2）计算该日化公司12月份应纳国内消费税。



《税法》（三）

（2）计算该日化公司12月份应纳国内消费税。

【答案】国内应纳消费税=4000×500×15%－

61764.71×70%+30000×15%=261264.70（元） 



《税法》（三）

（3）计算该日化公司12月份应纳国内增值税。



《税法》（三）

（3）计算该日化公司12月份应纳国内增值税。

【答案】委托加工支付的加工费，由于受托方为小规模纳税人，不能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题目也没有说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没有取得

专用发票，所以不能抵扣进项。

国内应纳增值税=4000×500×17%＋30000×17%－

70000=275100（元） 



《税法》（三）

（4）计算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税法》（三）

（4）计算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答案】委托加工化妆品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 =（60000+6000）

÷（1－15%）×15%=11647.06（元）



《税法》（三）

3.（本题可以选用英文解答，如选用英文解答，需全部使用英文，答

题正确加5分，最高得分11分。）

中国公民黄某与孙某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律师事务所，协议约定黄某享

有70%经营成果。同时黄某也是甲上市公司的个人股东兼董事，但未在甲

公司任职。2017年相关业务如下：



《税法》（三）

（1）2017年事务所共取得收入500万元，其中包括6月由事务所雇

佣律师张某凭借个人关系承接业务取得的收入100万元。事务所有协议约

定，雇员个人承接来的业务，事务所和业务承接人按收入的6:4来分成。

张某6月为了此项业务的案件支出为其取得分成收入的30%，其中以个人

名义雇佣了一名在校大学生为其整理案件资料，支付报酬3000元。

（2）黄某和孙某每人从事务所各领取工资12万元。

（3）除两位合伙人外，事务所聘用员工15人，其中律师5名，每年

每人支付报酬12万元，其他助理人员10名，每年每人支付报酬6万元。



《税法》（三）

（4）9月，由于事务所的业务量增加，雇佣律师王某兼职，当月支

付其报酬8000元。

（5）事务所其他的合理费用支出合计50万元。

（6）12月黄某领取甲公司董事费12万元，从中拿出5万元通过经认

证批准的非营利机构捐给受灾地区。

（7）另外，以事务所名义对外投资乙上市公司分得股息10万元，该

笔投资持有半年。

要求：请根据以上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税法》（三）

（1）计算2017年黄某应就董事费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税法》（三）

（1）计算2017年黄某应就董事费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捐赠扣除限额=120000×（1-20%）×30%=28800（元）

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20000×（1-20%）-28800] ×40%-

7000=19880（元） 



《税法》（三）

（2）计算2017年黄某股息、红利性质的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税法》（三）

（2）计算2017年黄某股息、红利性质的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0×70%×50%×20%=0.7（万元）

=7000（元） 



《税法》（三）

（3）计算2017年黄某生产经营活动的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税法》（三）

（3）计算2017年黄某生产经营活动的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00－100×40%－5×12－

10×6－0.8－50＝289.2（万元）＝2892000（元）

黄某生产经营活动的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289.2×70%-

0.35×12)×35%－1.475＝67.909（万元）＝679090（元） 



《税法》（三）

（4）计算2017年6月，律师事务所应该为张某代扣代缴的个人所

得税。



《税法》（三）

（4）计算2017年6月，律师事务所应该为张某代扣代缴的个人所

得税。

【答案】事务所为张某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12÷12+100×40%×（1-30%）-0.35] ×45%-1.3505=11.542（万

元）=115420（元） 



《税法》（三）

（5）分析2017年6月，张某雇佣在校大学生支付报酬，应如何代扣

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无需计算结果）



《税法》（三）

（5）分析2017年6月，张某雇佣在校大学生支付报酬，应如何代扣

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无需计算结果）

【答案】律师以个人名义再聘请其他人员为其工作而支付的报酬，应

该“劳务报酬所得”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法》（三）

（6）计算2017年9月，律师事务所支付兼职律师王某报酬时，应该

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税法》（三）

（6）计算2017年9月，律师事务所支付兼职律师王某报酬时，应该

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事务所为兼职王某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8000×20%-

555=1045（元） 



《税法》（三）

4.中国一居民企业A控股了甲国一家B公司，持股比例为50%，B持有

乙国C公司30%股份。2017年经营及分配状况如下：B公司当年应纳税所

得总额为1000万元，其中来自C公司的投资收益为400万元，按10%缴纳

C公司所在国预提所得税额为40万元，当年在所在国按该国境外税收抵免

规定计算后实际缴纳所在国所得税额为210万元，税后利润为760万元，

全部分配；假设A公司申报的境内外所得总额为16000万元（已考虑所有

调整因素），其中取得境外B公司股息所得为380万元，已还原向境外直

接缴纳10%的预提所得税38万元，A公司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5%。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题。 



《税法》（三）

（1）A公司来自B公司的股息所得，是否符合间接抵免持股条件，请

说明理由。



《税法》（三）

（1）A公司来自B公司的股息所得，是否符合间接抵免持股条件，请

说明理由。

【答案】符合间接抵免持股条件，因为A公司对B公司的直接持股比

例为50%，超过20%。 



《税法》（三）

（2）A公司来自C公司的分配所得，是否符合间接抵免持股条件，请

说明理由。



《税法》（三）

（2）A公司来自C公司的分配所得，是否符合间接抵免持股条件，请

说明理由。

【答案】不符合间接抵免持股条件，因为A公司持有C公司的股权比

例50%×30%＝15%，低于20%。 



《税法》（三）

（3）计算A公司来自B公司的股息所得间接负担的税额。



《税法》（三）

【答案】间接抵免负担税额的计算：

本层企业B所纳税额属于由一家上一层企业A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

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缴纳的税额（210＋40）＋符合本规定的由本层

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0）×本层企业向一家上一层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

380÷本层企业所得税后利润额760＝（210＋40＋0）×（380÷760）＝

125（万元）。即A公司就从B公司分得股息间接负担的可在我国应纳税额

中抵免的税额为125万元。 



《税法》（三）

（4）计算该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税法》（三）

【答案】抵免限额＝（股息所得380万元＋间接负担125万元）

×25%＝126.25（万元）

甲国全部抵免税额＝直接缴纳38万元＋间接负担125万元＝163

（万元）

甲国：抵免限额＝126.25万元，可抵免境外税额163万元，当年可

实际抵免税额126.25万元。

该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境内外应纳所得税总额－当年可实际抵

免境外税额＝16000×25%－126.25＝3873.75（万元） 



《税法》（三）

四、综合题（本题共31分。涉及计算的，要求列出计算步骤，否则

不得分，除非题目特别说明不需要列出计算过程。）



《税法》（三）

2.某市A外商投资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拥有自己的核心自

主知识产权，以境内、境外全部生产经营所得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2017年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1）取得产品不含税销售收入4500万元，出租2016年4月30日前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取得不含税租金收入10万元（未入账核算）。

（2）发生产品销售成本1600万元。



《税法》（三）

（3）发生销售费用770万元，其中50万元为支付给某中介单位的销

售佣金，该佣金在税法规定的扣除限额内，但是佣金中的50%为现金支付，

取得了相关发票；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720万元。

（4）管理费用480万元，其中业务招待费25万元、确认预计负债80

万元。

（5）财务费用520万元，其中50万元为构建固定资产向银行贷款的

利息支出（该固定资产当年未达到使用状态）、360万元为本年向关联企

业借款的利息支出（该笔借款本金30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金融

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为9% 。（权益性投资为1000万元）



《税法》（三）

（6）营业外支出150万元，其中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向贫困山区捐

款90万元、直接捐赠5万元、违反购销合同支付的违约金15万元、支付税

收滞纳金6万元。

（7）税金及附加160万元。

（8）计入成本、费用中的实发工资总额200万元（包括支付给本企

业残疾人员工资20万元）、拨缴职工工会经费5万元、发生职工福利费31

万元、发生职工教育经费7万元。



《税法》（三）

（9）该企业分别在A、B两国设有分公司（我国与A、B两国已经缔

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A国分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为50万元，A国

税率为10%；在B国分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为30万元，B国税率为30%。

两个分公司在A、B两国分别缴纳了10万元和9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说明：企业出租土地使用权，选择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增值税，

境外所得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政策）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下列序号计算回答问题，每问需计算出合

计数。 



《税法》（三）

（1）计算应补缴的增值税。



《税法》（三）

（1）计算应补缴的增值税。

【答案】应补缴的增值税=10×5%=0.5（万元) 



《税法》（三）

（2）计算应补缴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税法》（三）

（2）计算应补缴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答案】应补缴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0.5×（7%

＋3%＋2%）=0.06（万元） 



《税法》（三）

（3）计算销售费用的纳税调整额。



《税法》（三）

（3）计算销售费用的纳税调整额。

【答案】企业销售（营业）收入＝4500＋10＝4510（万元）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4510×15%＝676.5（万元）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调增所得额＝720－676.5＝43.5（万元） 

用现金形式支付中介单位的销售佣金不得在税前扣除。

佣金需要纳税调增=50×50%=25（万元）

销售费用纳税调增=43.5＋25=68.5（万元） 



《税法》（三）

（4）计算管理费用的纳税调整额。



《税法》（三）

（4）计算管理费用的纳税调整额。

【答案】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4510×5‰＝22.55（万元）＞

25×60%＝15（万元）

业务招待费调增所得额＝25－15＝10（万元）

预计负责支出80万元不得在税前扣除。

管理费用纳税调增=10＋80=90（万元） 



《税法》（三）

（5）计算财务费用的纳税调整额。



《税法》（三）

（5）计算财务费用的纳税调整额。

【答案】50万元应资本化的利息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不得扣除——

应调整会计利润，而不是纳税调整

向关联企业的经营性借款可在所得税前扣除的利息

=1000×2×9%=180（万元）

财务费用纳税调增=360－180=180（万元） 



《税法》（三）

（6）计算企业的会计利润总额。



《税法》（三）

（6）计算企业的会计利润总额。

【答案】会计利润总额＝4500+10-1600-770-480-（520-50）－

150－160-0.06＝879.94（万元） 



《税法》（三）

（7）计算企业营业外支出的纳税调整额。



《税法》（三）

（7）计算企业营业外支出的纳税调整额。

【答案】公益性捐赠扣除限额＝879.94×12%＝105.59（万元），

实际发生的捐赠90万元，允许扣除。营业外支出应调增所得额＝5＋6＝

11（万元） 



《税法》（三）

（8）计算企业工资和三项经费的纳税调整额。（含残疾人工资加计

扣除）



《税法》（三）

【答案】工资据实扣除。

工会经费应调增所得额＝5－200×2%＝1（万元）

职工福利费应调增所得额＝31－200×14%＝3（万元）

职工教育经费扣除限额=200×8%=16（万元），大于7万元，全额

扣除，无需纳税调整。

残疾人员工资20万元可以100%加计扣除，纳税调减20万元。

工资和三项经费合计应调减所得额＝20－（1＋3）＝16（万元） 



《税法》（三）

（9）计算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税法》（三）

（9）计算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答案】应纳税所得额＝879.94＋68.5＋90＋180＋11-16＝

1213.44（万元） 



《税法》（三）

（10）计算境外分公司所得在我国实际抵免的所得税额。



《税法》（三）

【答案】

A国扣除限额＝50×15%＝7.5（万元）

B国扣除限额＝30×15%＝4.5（万元）

在A国缴纳的所得税为5万元，低于扣除限额7.5万元，可全额扣除。

在B国缴纳的所得税为9万元，高于扣除限额4.5万元，其超过扣除限

额的部分4.5万元当年不能扣除。

可以实际抵免的所得税额＝5＋4.5＝9.5（万元） 



《税法》（三）

（11）计算企业年终汇算清缴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税法》（三）

（11）计算企业年终汇算清缴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答案】年终汇算清缴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213.44-50-30）

×15%+（50+30）×15%-9.5＝172.5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