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众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人们也纷纷关注冬奥会相关的



政策依据：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企业赞助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 6

号）第一条规定：“对赞助企业及参与赞助的下属机构根据赞助协议及补充赞助协议向北京冬奥组委免费提供的，

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有关的服务，免征增值税。” 

所以，赞助商向北京冬奥组委免费提供的与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相关的服务免征增值税。免费向其提供

与之不相关的服务照征增值税。 

问题 3：比赛时发令员用的发令枪的消耗物需要缴纳消费税吗？ 

政策依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的通知》（国税发[1993]153 号）第六条规

定：“体育上用的发令纸，鞭炮药引线，不按“鞭炮、焰火”税目征收。” 

所以，发令枪的消耗品不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消费税。 

问题 4：冬奥组委会新购置的车辆需要缴纳车辆购置税吗？ 

政策依据：根据《关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60 号）第一条第十款规

定：“对北京冬奥组委免征应缴纳的车船税和新购车辆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所以，对于北京冬奥组委会新购置的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问题 5：冬奥会体育馆及其配套设施占用耕地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吗？ 

政策依据：根据《关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60 号）第一条第十五款

规定：“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场馆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所以，冬奥会体育馆及其配套设施占用耕地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三、现将冬奥会、冬残奥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简单整理如下： 

  



1.试析《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92 号》原文： 

 
 

 



2.试整理《国际奥委会及其相关实体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指定清单》税目税率表： 

 

 

 

 

 

 

 

 

 

 

 



3.试摘《关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策的通知》中部分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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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我们将迎来 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帮助纳税人顺利规范完成 2021 年度

行业资讯 

一篇文章看明白：什么是个税年度汇算？为什么要办理个税年度汇算？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以下简称“年度汇算”），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办理 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

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 号），明确相关办理事项。 

什么是年度汇算？为什么要办理年度汇算？一起了解一下吧↓ 

01.什么是年度汇算？ 

年度汇算指的是年度终了后，纳税人汇总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的全年收



比如，一些扣除项目，像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大病医疗支出，只有年度结束，才能确切地知道全年支出金额，需

要在年度汇算来补充享受扣除。为此，《公告》第四条分三类情形列出了年度汇算期间可以享受的税前扣除项目，

提醒纳税人查遗补漏，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下列在纳税年度内发生的，且未申报扣除或未足额扣除的税前扣除项目，纳税人可在年度汇算期间填报扣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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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纳税人符合条件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以及减除

费用、专项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三）纳税人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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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通过年度汇算可以更加准确地计算纳税人综合所得全年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纳税人平时取得综合所得的情形复杂，无论采取怎样的预扣预缴方法，都不可能使所有纳税人平时已预缴税额

与年度应纳税额完全一致，此时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差额”，就需要通过年度汇算进行调整。税务部门前期进一步

简便优化了预扣预缴方法，不仅进一步减轻了中低收入纳税人的办税负担，也使预扣预缴税额更为精准、更加接近

年度应纳税额，但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差额”的产生。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我们将迎来 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帮助纳税人顺利规范完成 2021 年度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以下简称“年度汇算”），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办理 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

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 号，以下简称《公告》），明确相关办理事项。 

哪些人不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哪些人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一起了解一下吧↓ 

01.哪些人不需要办理年度汇算？ 

一般来讲，只要纳税人平时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致，都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为切实减轻纳税人负

担，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发了《关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等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 42 号）。明确 2021 年—2023 年，对部分需补税的中低收入纳税人，可继

续适用免予年度汇算的政策。《公告》第二条据此列明了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的情形。 

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办理年度汇算： 

（一）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 12 万元的； 

（二）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的； 

需要说明的是，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时存在扣缴义务人未依法预扣预缴税款的，不在免予年度汇算的情形之

内。 

（三）已预缴税额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一致的； 

（四）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纳税人无需退补税，或者自愿放弃退税，也就不必再办理年度汇算。 

02.哪些人需要办理年度汇算？ 

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公告》第三条明确了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情形，分为退税、补税两类。 

一类是预缴税额高于应纳税额，需要申请退税的纳税人。依法申请退税是纳税人的权利。只要纳税人预缴税额

大于纳税年度应纳税额，就可以依法申请年度汇算退税。实践中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情形，将产生或者可能产生退

税，主要如下： 

@纳税人：2021 个税年度汇算即将开始，看看你需不需要办理年度汇算 



1.纳税年度综合所得年收入额不足 6 万元，但平时预缴过个人所得税的； 

2.纳税年度有符合享受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但预缴税款时没有申报扣除的； 

3.



纳税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条件，自主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个人（以下称受托人）办理年度汇

算。选择这种方式，受托人需与纳税人签订委托授权书，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一、增值税 

固定业户的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能否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

值税？ 

答：（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增值税纳税地

点：（一）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

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财政、税务机关批准，可以

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业户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

9 号）规定：“固定业户的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但在同一省（区、市）范围内的，经省（区、市）财政

厅（局）、国家税务局审批同意，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省（区、

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应将审批同意的结果，上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的分支机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进行月度、

季度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申报。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如何办理汇算清缴手续？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2 年第 57 号)第十条规定，汇总纳税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 5 个月内，由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年度应纳

所得税额，扣除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已预缴的税款，计算出应缴应退税款，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税款分摊方法计算总

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应缴应退税款，分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办理税款缴库或退库。 

汇总纳税企业在纳税年度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少于全年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的，应在汇算清缴期内由总、分

机构分别结清应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预缴税款超过应缴税款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分别办理退税。 

三、印花税 

跨地区经营的分支机构，其营业账簿应如何贴花？ 

答：根据《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 25 号)规定：“跨地区经营的

分支机构使用的营业账簿，应由各分支机构在其所在地缴纳印花税。对上级单位核拨资金的分支机构，其记载资金

的账簿按核拨的账面资金数额计税贴花，其他账簿按定额贴花；对上级单位不核拨资金的分支机构，只就其他账簿

按定额贴花。为避免对同一资金重复计税贴花，上级单位记载资金的账簿，应按扣除拨给下属机构资金数额后的其

余部分计税贴花。” 

来源：上海税务 

 

 

 

 

 

财关税〔2022〕4 号 

海南省财政厅，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为进一步释放政策效应，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现就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调整事

项通知如下： 

一、对《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2021〕7 号）第二条所指生产设备，增列旋转木马、秋千及其他游乐场娱乐设备等文体旅游业所需的生产设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22）》商品分类，包括：旋转木马、秋千和旋转平台，过山车，水上乘骑游

乐设施，水上乐园娱乐设备等 8 项商品。具体范围见附件。 

二、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进口财关税〔2021〕7 号文

件和上述第一条规定范围内的自用生产设备，按照财关税〔2021〕7 号文件规定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

税。 

三、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增列自用生产设备清单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2 年 02 月 11 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 号 

关于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法规速递 

关于杭州 2022 年亚运会和亚残运会企业赞助有关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http://www.zhcta.cn/message/detail1/8000.html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杭州 2022 年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18 号）第十条规定，现就亚运会和亚残运会及其测试赛企业赞助有关增值税政策明确

如下： 

一、对企业根据赞助协议向杭州亚运会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免费提供的与杭州亚运会有关的服务，免征

增值税。 

赞助企业按照本公告所附《杭州 2022 年亚运会、亚残运会及其测试赛赞助企业名单（第一批）》执行。 

二、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服务，仅限于赞助企业与组委会签订的赞助协议中列明的服务。 

三、赞助企业应对上述服务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适用免税政策。 

四、本公告自 2020 年 4 月 9 日起执行。按照本公告应予免征的增值税，凡在本公告下发以前已经征收入库

的，从纳税人以后纳税期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中抵减。纳税人如果已经向购买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将专用

发票追回后方可申请办理免税。凡专用发票无法追回的，一律照章征收增值税。 

特此公告。 

附件：杭州 2022 年亚运会、亚残运会及其测试赛赞助企业名单（第一批）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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