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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开企业地下车位主要分为两大类：人防车位和非人防车位，非人防车位又

可划分为整体产权车位和单一产权车位。人防车位，即利用人防工程建成的车位，

开发商在和平时期有管理和使用的权利，权属归政府人防办所有，开发商不得出

售其产权。无产权的非人防车位情况稍微复杂，即测绘报告中明确为不分摊的公

用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同时也不属于人防设施，在商品房销售合同中也未明确

车位的归属。

一、增值税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 号）附件 1《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转让建筑物有

限产权或者永久使用权的，转让在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所有权的，以及在转让

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时一并转让其所占土地的使用权的，按照销售不动产缴纳增值

税。”由此可见，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房地产企业将无产权车位对外出租

时，所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 20 年（含）以上，并一次性收取租金的，应视同

于转让建筑物永久使用权，按照“销售不动产”缴纳增值税；反之，则按照“不

动产租赁”征收增值税。

在实务操作中，房地产企业对于地下车位的增值税开票及纳税申报有不同的

处理方式，目前较为常见的方式有以下三种：1、开具不动产租赁发票，按租赁不

动产的模式进行纳税申报。2、开具不动产租赁发票，按照销售不动产模式进行纳

税申报，在收到预收款时按 3%预征率进行预缴，在实际交付时，按照一般计税方

法进行纳税申报。3、开具不动产销售发票，按不动产销售的模式进行增值税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因各地执法口径不同，上述操作方式应基于各地税务机关的认可

前提下方可进行。

二、企业所得税

目前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的通常做法是将非人防车位计算单独成本，人防车位计入公共配套设施中。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 号)第

十七条：“企业在开发区内建造的会所、物业管理场所、电站、热力站、水厂、文体场馆、幼儿园等配套设施，按

以下规定进行处理：（一）属于非营利性且产权属于全体业主的，或无偿赠与地方政府、公用事业单位的，可将其

视为公共配套设施，其建造费用按公共配套设施费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二）属于营利性的，或产权归企业所有

的，或未明确产权归属的，或无偿赠与地方政府、公用事业单位以外其他单位的，应当单独核算其成本。除企业自

用应按建造固定资产进行处理外，其他一律按建造开发产品进行处理。”第三十三条：“利用地下基础设施形成的

停车场所，作为公共配套设施进行处理。”

销售非人防车位按照销售正常开发产品处理。未完工时，按照预收账款计算其预计毛利；完工后，收入一次性

计入入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并单独核算非人防车位成本作为计税成本。人防车位与非人防车位大体一致，但一般

不作为开发产品处理。未完工时，按照预收账款计算其预计毛利；完工后，收入一次性计入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

成本作为公共配套设施计入其他开发产品计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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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增值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

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

依据《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相关政策的公告》（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 年第 22 号）第一条：

“凡转让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

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 号)第四

条：“（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造的与清算项目配套的居委会和派出所用房、会所、停车场（库）、物业管理

场所、变电站、热力站、水厂、文体场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邮电通讯等公共设施，按以下原则处理：

1.建成后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其成本、费用可以扣除；2.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政府、公用事业单位用于非营利

性社会公共事业的，其成本、费用可以扣除；3.建成后有偿转让的，应计算收入，并准予扣除成本、费用。”

目前天津市地下车库暂无法办理销售许可证及小产权证，无法实现所有权的销售，因此不能参与土地增值税清

算，人防车位收入和非人防车位收入均不计入土地增值税确认收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地下人防工程应当于工程竣工后无偿移交给相关部门并取得人防验收单。依据 187 号文，地下人防工程在移交

至政府人防办后，人防车位成本即可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扣除。

此外，关于地下车位的土地增值税处理问题，其他各地也出台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陕西、黑龙江等地规定转让有产权地下停车位取得的收入，计入土地增值税收入，成本费用允许扣除。无产权地下

停车位取得的收入，不计入土地增值税收入，成本费用允许扣除。

辽宁规定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长期出租地下停车位、一次性收取的租金相当于停车位销售价值的，视同销售，征

收土地增值税。

当前受市场的影响，许多房地产企业为促使销量提升推出了“买房送车位”的捆绑销售方式。此种方式在该项

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由于车位收入无法单独从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总额中剥离，于是此种销售方式便

增大了土增税清算时的计税收入。若企业选择单独签订一份捆绑销售车位的补充协议，虽解决了未来土增清算中计

税收入增大的问题，但无形中又带来了购房者签约后毁约要求退车位的风险，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此

关于是否选择“买房送车位”的销售方式，还需企业谨慎判断后订立最优的营销策略。

四、房产税

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财税〔2005〕181 号）第一条：

“凡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下的建

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征收房产税。”地下车位作为具有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征收房产税。

（1）从价计征

对于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如综合体项目中商场的地下车位部分，应将地下部分与地上房屋视作一个整

体，按照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从价计征房产税。

此外，依据津地税地[2012]16 号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公司定期收取车位租金的地下停车场（位），也

按照已出租车位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

（2）从租计征

如果房地产企业将地下车位整体出租给物业公司，由物业公司来收取停车管理服务费，则房地产企业需就地下

车位收取的租金部分从租计征房产税。

（3）未售车位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3〕89 号）第一条：“关

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商品房征免房产税问题 鉴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商品房在出售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而

言是一种产品，因此，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在售出前，不征收房产税；但对售出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已

使用或出租、出借的商品房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



依据《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地下停车场[位]等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知》（津地税地[2012]16

号）第一条：“未使用、未出租的地下停车场(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待售商品，不征收房产税。”

由此可见，地下车位作为房地产企业的开发产品，在出售前，若房产企业尚未自用或对外出租，则无需缴纳房

产税。

（4）长期租赁

依据《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地下停车场[位]等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知》（津地税地[2012]16

号）第一条：“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长期(不低于 20 年)出租的地下停车场(位)，视同不动产销售，不征收房产税；对

停车场(位)的实际使用人征收或免征房产税，凡实际使用人为应税单位的，车位价值应并入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

凡实际使用人为免税单位或个人的，免征房产税。”

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房地产企业将无产权车位长期对外租赁时，视同于转让不动产永久使用权，不需要

缴纳房产税。

五、印花税

对于房地产企业销售无产权的车位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若需要缴纳应以哪种税目缴纳，各地区税务机关掌握

口径不大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中列举了产权转移书据可细分为土地使用权出让书据；土地使用权、

房屋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所有权转让书据(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转移)等。房地产企业销售无产权的车

位，不需要到相关机构办理登记注册，并未发生权属的转移，不属于“产权转移书据”征税范围。虽然未发生产权

转移，但其实质上属于一种长期租赁行为，应按照“租赁合同”税目即租金的千分之一缴纳印花税，且目前天津本

地房地产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按照“租赁合同”税目缴纳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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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022 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又联合出台了两项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一是，《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2022 年第

16 号），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原来的 75%提高至 100%；二是，《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

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将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75%

的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年末，税务总局发布修

订后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将《A1070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及填报说明进行了修改，以适应

调整后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但实务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未明确，亟待解决，本文尝试探讨，不妥

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一、经限额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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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相关费用。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

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第三条规定：“企业在一个纳税

年度内同时开展多项研发活动的，由原来按照每一研发项目分别计算“其他相关费用”限额，改为统一计算全部研

发项目“其他相关费用”限额。”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现行适

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75%的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

至 100%。企业在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计算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时，四季度研发费用可由企业自行

选择按实际发生数计算，或者按全年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乘以 2022 年 10 月 1 日后的经营月份数占其 2022 年度实际

经营月份数的比例计算。”

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实务操作中亟待明确的几个口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75%的企业，在计算第四季度的研发费用时可根据实际

情况从比例法和实际数法两种方法中选择一种方法。如果企业选择按实际发生数法计算第四季度允许加计扣除的研

发费用金额，是否需要考虑上述超限额调减部分，如何计算归属于第四季度应该负担的金额。

举例说明，假设某高新技术企业，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为 75%，2022 年发生符合条件的研发费

用 1500 万元（均为自主研发），其中，前三季度 900 万元，第四季度 600 万元。发生的“其他相关费用”250 万元，

其中，前三季度 150 万元，第四季度 100 万元。“其他相



用并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委

托方与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情况。”

实务中，委托关联单位进行研发的情形也比较多见，如果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的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中总额

不足委托研发服务费用的 80%，委托方还能否继续按委托研发服务费用的 80%计算加计扣除？还是直接按受托方研发

项目实际费用支出计算？笔者认为，委托关联方进行研发，要求受托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主要是出于关

联交易管理的需要。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

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只要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即

使受托方实际发生的研发项目费用支出不足委托研发服务费用的 80%，委托方也可以按照委托研发服务费的 80%计算

加计扣除。当然了，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需要企业结合实际交易情况进行评估、提供说明资料了。

作者：中汇山西税务师事务所技术总监 韩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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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是企业为了激励和留住核心人才而推行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是最常用的激励员工的方法之一。

股权激励主要是通过附条件给予员工部分股东权益，使其具有主人翁意识，从而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企业

与员工共同成长，从而帮助企业实现稳定发展的长期目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

年第 18 号)规定了股权激励的支出如何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研发人员的股权激励的支出是否可以做为工资薪金进

行加计扣除？答案是肯定的，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中明确规定，工资薪金包括按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对研发人员股权激励的支出。但是

具体如何加计？如何申报？没有明确，下面我们举例进行讨论。

案例：甲公司为上市公司，以限制性股票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2020 年 1 月 1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100

名管理人员每人授予 1万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1元，授予价格为每股 6元。2020 年授予股权的人员中张先生、王先

生为研发人员，2人共同研发项目 1和项目 2，2020 年底甲公司计提股权激励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150 万元。2021 年

张先生、王先生共同研发项目 3和项目 4，2021 年底甲公司计提股权激励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150 万元。2022 年 1 月

1 日人员岗位调动，原来的研发人员张先生调到生产部门，原生产部门的赵先生调到研发部门，2022 年参与研发活

动的人员为赵先生和王先生,共同研发项目 5和项目 6，以上所有项目都是费用化项目，于当年研发结束。2022 年 9

月 30 日 100 人全部行权，行权当日的股票收盘价是 8元，请问研发人员的股权激励的支出如何加计扣除？

一、确定可以加计扣除的年度

对于不是立即可行权的股权激励，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相关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是在哪一年加计扣除。这个可以

参考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因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的范畴，所以不能违背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8 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需待一定服务年限或者达到规定业

绩条件（以下简称等待期）方可行权的。上市公司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

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

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上例中，甲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授予股票，等待期为 2020 和 2021 年，2022 年 9 月 30 日行权，根据上述文件

规定，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年度应该在 2022 年度，而非 2020 及 2021 年。

二、确定可以加计扣除的项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精神，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才可以加计，即便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

同时有从事非研发活动的，也要按工时予以分配，如果某研发人员参与多个项目研发则需要按工时占比分配到每个

项目。

在行权时点，之所以能行权是因为股权激励人员在股权激励期间满足股权激励计划的各项规定，期间涵盖授予

日开始至行权日结束，理论上应当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分摊至每一年，分摊到每个项目，只不过加计扣除时间是在

研发人员的股权激励支出如何加计扣除？



行权年度，即 2022 年度。简单讲就是先确定人，再确定项目。在上例中，在等待期 2020-2021 年参与研发的人员为

张先生、王先生，2022 年 1 月 1日-2022 年 9 月 30 日为王先生、赵先生。那么可以计入研发费用的人为张先生、王

先生、赵先生的股权激励费用，参与加计扣除的项目为这三人在 2020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30 日期间参与的研

发项目。

三、确定可以加计扣除的金额

18 号公告规定，无论是可立即行权的股权激励计划还是需要等待的股权激励计划，其股权激励费用的扣除金额

均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来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

司工资薪金支出。

上列中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为股票收盘价是 8元/股，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为授予价 6元/股，2022

年可以做为工资薪金支出的股权激励费用为 200 万元（（8-6）*100*10000）。在计算可以加计扣除的工资薪金时分

二步，第一步，200 万的费用先分摊至每个人，其中 2020 年从事研发活动的有张先生和王先生，2021 年也是张先生

和王先生，2022 年 1-9 月为赵先生和王先生。每人按从事研发活动的工时占比分配股权激励费用，假设他们专门从

事研发活动，没有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且没有请假，可以按月份占比分摊，2020 年和 2021 年张先生和王先生每年

应分摊 0.73 万元/人（200 万/100 人/33 月*12 月),2022 年 1-9 月应分摊 0.55 万元/人（200 万/100 人/33 月*9 月）。

第二步，将每人分摊的工资薪金分摊至每个项目，这里假设每个项目的研发工时一致，各分摊 50%，最终分配结果

如下表：

四、申报中存在的问题

1.在行权年度研发项目已结束还可以申请加计吗？

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是费用化项目，资本化项目较少，上例中研发项目都是当年结束的费用化项目，2022 年可以

加计扣除的项目是 1-6，其中项目 1-4 是以前年度研发的，在 2022 年都已结束，那么还可以在 2022 年申报加计扣

除吗？

笔者认为项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根据实际发生原则，所得税确认为 2022 年度的工资薪金，研发加计时也确定为

2022 年的研发费用，税法文件并没有明确规定项目结束了就不允许发生研发费用，不允许加计，根据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应当可以加计。

2.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大于期间费用表里的研发费用系统能通过吗？

假设上例中，账上核算的研发费用均符合税法的相关规定，均可以加计，那么 2022 年申报的加计扣除金额就等

于账上核算的研发费用加上股权激励行权费用，一定会大于账上核算的研发费用，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

时，金税系统会将《A104000 期间费用明细表》第 19 行的“研究费用”与《A1070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第 40 行“年度研发费用小计”两处数据进行比对，如《A1070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里的数据大于《A104000

期间费用明细表》里的数据，系统是否可以审核通过？即使能够正常完成申报，后期是否会形成风险从而引发税务

检查？

以上仅为笔者观点，由于研发人员的股权激励支出如何加计到项目扣除未做明确规定，而实际申请加计扣除时

都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申报，这给实务操作带来一定的困惑，也容易出现错误，建议企业在适用时先行咨询主管税务

机关，同时也期盼税法文件对之进行明确。

作者：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江西）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 张行琴

本文版权属于作者所有，更多与本文有关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电话：010-57961169



对于税收滞纳金是否可以超过本金的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税企争议。笔者最近碰到一个客户的咨询，对于市稽

查局已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计算并要求企业缴纳不超过本金的滞纳金，企业也已实际缴纳，但在后期省稽查局

对市稽查局审计过程中，查出当年对该企业滞纳金的计算未超过本金的事实认为不符合规定，要求企业补缴滞纳金，

由于当年该查补税款及滞纳金事项已过数十年，对于省稽查局是否还有权下达补缴滞纳金，是否已超过追征期存在

疑虑。我们今天就该事项进行讨论。

该客户的情况是市稽查局于 2010 年 5 月—2011 年 9 月间对该公司 2007 年至 2009 年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并

于 2012 年 8 月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补缴 2005 年至 2009 年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8300

多万元，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的 0.7 倍罚款。该企业 2012 年 9 月针对税务机关认定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8300

多万元进行了补缴并已入库，但对于滞纳金与罚款一直拖欠未缴纳。2019 年 8 月税务机关清查企业欠缴税款，针对

该企业欠缴的滞纳金和罚款又下达了税务稽查案件欠税信息通知书，明确了该企业欠缴滞纳金和罚款的所属期限和

金额，对于各年欠缴税款计算的滞纳金按不超过本金数额予以追缴并已入库。2022 年 11 月市稽查局又对该企业下

达了“追征滞纳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明确省稽查局在对市稽查局执法事项检查过程中发现对该企业计算少缴税

款的滞纳金计算方法不符合税法规定，要求市稽查局进行整改，故市稽查局对该企业又下达了补缴滞纳金的税务事

项通知书。

针对该公司的疑问，我们查找了相关税法文件规定予以了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 32 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

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

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

《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

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欠缴税金核算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各基层税务机关清缴呆账税金、往年陈欠和本年新欠时，应同

时加收其滞纳金。不能单收欠缴税款，而不收其相应的滞纳金；也不能单收滞纳金，而不收其相应的欠缴税款。本

条所称欠税，是指依照《欠税公告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超过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或者超过税务机关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的税款，包括：（一）

办理纳税申报后，纳税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二）经批准延期缴纳的税款期限已满，纳税人未在税

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三）税务检查已查定纳税人的应补税额，纳税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四）

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纳税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

税款；（五）纳税人的其他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对前款规定的欠税数额应当及时核实。本办

法公告的欠税不包括滞纳金和罚款。

由于该公司与当地税务机关一直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故对于该公司欠缴的滞纳金和罚款一直未催缴，依据的

应该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8 号）第一条第（一）项“关

于欠税滞纳金加收问题”的规定，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应缴纳的欠税及滞纳金不再要求同时缴纳，

可以先行缴纳欠税，再依法缴纳滞纳金。

2019 年由于税务机关开展清缴企业历史欠税行动，故又下达了税务稽查案件欠税信息通知书给企业，要求补征

欠缴的滞纳金和罚款，并附上了滞纳金计算表，补征的滞纳金未超过 2012 年补缴的税款本金。根据《税收征管法》

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

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

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 税《税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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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各位党员同志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实事求是、开诚布公，相互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党味”

和“辣味”十足。真正地“洗洗澡”、“红红脸”、“出出汗”，达到了强党性、找问题、寻差距、促整改和明方

向的预期效果。

中共山西省注册税务师行业委员会党委副书记贾志坚与党委委员李晋芳同志亲临现场指导。贾书记对中汇山西

党支部所做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给与会的党员做了一场生动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讲座。最后，贾书记对

如何进一步做好党建工作、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指导意见。

通过这次组织生活会，中汇山西党支部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党支部成

员在不断查找自身存在问题的同时，要不断增强组织观念、责任意识和理论素质，在工作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服

务水平和工作效率，为推动税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成都•宁波•太原•深圳•天津•西宁•

武汉•福州•济南•乌鲁木齐•长沙•南昌•郑州•重庆•厦门•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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