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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失失
遗失冯家俭（身份证

号 ：

342225197512280756）
《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 ：3413240015025983，

声明作废。

遗失董仕芳（身份证

号 ：

341122197705273629）
《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 ：3411220011014580，

声明作废。

遗失滁州市浙江商

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41100670901377W）

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滁州正宏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1341103MA2NWTQ35
W。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12500 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 2000 万元，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滁州正宏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2021 年 11月 8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制造业中小微

企业发展，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现就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含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下同）延缓缴纳

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中行业门类为制造业，且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含2000
万元）4亿元以下（不含4亿元）的企业（以下称制造业中型企
业）和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下（不含2000万元）的企业（以下
称制造业小微企业）。

销售额是指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

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

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

二、本公告所称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年销售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成立满一年的企业，按照所属期为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9月的销售额确定；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成立不满一年的企业，按照所属期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销售额/实际经营月份× 12 个月的销

售额确定；

2021 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成立的企业，按照首个申报期销

售额/实际经营月份×12个月的销售额确定。

三、延缓缴纳的税费包括所属期为2021年 10月、11月、
12月（按月缴纳）或者2021年第四季度（按季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除外)、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及
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不包括向
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时缴纳的税费。

四、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在依法办
理纳税申报后，制造业中型企业可以延缓缴纳本公告第三条
规定的各项税费金额的50%，制造业小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
本公告第三条规定的全部税费。延缓的期限为3个月。延缓
期限届满，纳税人应依法缴纳缓缴的税费。

五、纳税人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骗取享受缓税政策
的，税务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处理。

六、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可以申请延期
缴纳税款的，仍然可以依法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

七、本公告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2021年 10月 29日

2021年第30号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

一、《公告》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制造业中小微

企业发展，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稳定市场预期和就业，税

务总局联合财政部出台本《公告》，明确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

缓缴纳 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

二、《公告》规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包括哪些？
《公告》所称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行业门类为制造业，且年销售额 2000万元以上（含 2000万元）

4亿元以下（不含 4亿元）的企业和年销售额 2000万元以下（不

含 2000万元）的企业。

《公告》所称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含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个体工商户。

三、《公告》规定的销售额是指什么？
销售额是指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

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

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

举例 1：纳税人A是一家制造业企业，成立于 2018年 9月，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按照

《公告》规定，其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9月的应征增值税销售

额为属期内《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第

1 行“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第 5 行“按简易办法计税销售

额”、第 7行“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第 8行“免税销售额”

的“一般项目”和“即征即退项目”合计数。

举例 2：纳税人 B 是一家制造业企业，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同时还兼营建筑服务（适用征

收率 3%），建筑服务业务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其应征增

值税销售额应扣除差额征税部分。按照《公告》规定，其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在按照举例 1 从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计算出差额前

销售额后，还需要根据属期内《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

资料（三）（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第 5列“本

期实际扣除金额”以及相关行次税率或征收率计算扣除额，计

算差额为销售额，即：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差额前销售额-扣

除额。本例中，扣除额=第 6行本期实际扣除金额/(1+3%)。

举例 3：纳税人C是一家制造业企业，成立于 2019年 1月，

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同时兼营产品设计服务。由于纳税人 C
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因此无论其是否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

策，按照《公告》规定，其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的应征增

值税销售额均按照以下公式确定：

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中第 1 栏“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

率）”+第 4栏“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5%征收率）”+第 7栏

“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不含税销售额”+第 9 栏“免税销售

额”+第 13栏“出口免税销售额”，“货物及劳务”和“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资产”的合计数。

四、《公告》规定的年销售额如何确定？
（一）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成立满一年的企业，按照所属

期为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9月的销售额确定。

举例 4：纳税人D于 2019年 12月 20日成立，截至 2021年 9
月 30 日成立满一年，其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销售额为

1000万元，则《公告》所称年销售额为 1000万元。

（二）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成立不满一年的企业，按照所

属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销售额/实际经营月份× 12 个月

的销售额确定。

举例5：纳税人E于2021年4月28日成立，截至2021年9月

30日成立不满一年，其实际经营月份 6个月，总销售额为 1200
万元，则《公告》所称年销售额为1200万元/6×12=2400万元。

（三）2021 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成立的企业，按照首个申报

期销售额/实际经营月份×12个月的销售额确定。

举例 6：纳税人F于 2021年 11月 2日成立，若按月申报，首

个申报期为 12 月，销售额为 100 万元，其实际经营 1 个月，则

《公告》所称年销售额为 100万元/1×12=1200万元。若按季申

报，首个申报期为 2022年 1月，销售额为 300万元，其实际经营

2个月，则《公告》所称年销售额为 300万元/2×12=1800万元。

五、《公告》规定的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包
括哪些？

延缓缴纳的税费包括所属期为 2021 年 10 月、11 月、12 月

（按月缴纳）或者 2021年第四季度（按季缴纳），即纳税人应当

依法于 2021年 11月、12月及 2022年 1月申报期内申报的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除外）、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

税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不

包括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时缴纳的税费。

六、《公告》规定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如何延缓缴纳税款？
符合《公告》规定条件的制造业中型企业，可以延缓缴纳

《公告》第三条规定的各项税费金额的 50%，符合《公告》规定

条件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公告》第三条规定的

全部税费。延缓的期限为 3个月。延缓期限届满，纳税人应依

法缴纳缓缴的税费。为了便利纳税人享受该优惠政策，税务

部门对电子税务局（含自然人电子税务局，下同）进行了优化。

举例 7：纳税人 G 属于《公告》规定的制造业中型企业，且

按月缴纳相关税费，在 2021 年 11 月申报期结束前，登录电子

税务局依法申报 10月相关税费后，界面自动弹出是否延缓缴

纳《公告》规定各项税费金额 50%的提示。纳税人需进行确

认，确认不缓缴的，纳税人在该界面填写理由，并依法缴纳相

关税费；确认缓缴的，界面跳转进入缴款界面并缴纳应缴税费

金额的 50%，剩余部分缴纳期限自动延长 3 个月，在 2022 年 2
月申报期内申报缴纳 2022年 1月相关税费时一并缴纳。若纳

税人 G 按季缴纳相关税费，在 2022 年 1 月申报期结束前依法

申报 2021 年第四季度相关税费后，确认延缓缴纳的操作流程

同按月缴纳的纳税人，缓缴的税费在 2022 年 4 月申报期内申

报缴纳 2022年第一季度相关税费时一并缴纳。

举例8：纳税人H属于《公告》规定的制造业小微企业，且按

季缴纳相关税费，在 2022年 1月申报期结束前，登录电子税务

局依法申报2021年第四季度相关税费后，界面自动弹出是否延

缓缴纳《公告》规定各项税费的提示。纳税人需进行确认，确认

不缓缴的，纳税人在该界面填写理由，并依法缴纳相关税费；确

认缓缴的，《公告》规定的相关税费延缓缴纳，期限为 3个月，缓

缴的税费在 2022年 4月申报期内申报缴纳 2022年第一季度相

关税费时一并缴纳。若纳税人H按月缴纳税费，在2022年1月

申报期结束前申报 2021年 12月相关税费后，确认延缓缴纳的

操作流程同按季缴纳的纳税人，缓缴的税费在2022年4月申报

期内申报缴纳2022年3月相关税费时一并缴纳。

举例 9：纳税人 I 是年销售额 30 万元的制造业个体工商

户，且实行简易申报，按季缴纳，纳税人无需确认，2022年 1月

暂不划扣其 2021 年第四季度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除外）、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相关税费延缓缴纳 3个月，缓缴的税费在

2022年 4月划扣 2022年第一季度应缴税费时一并划扣。

七、《公告》规定的制造业小微企业是否可以依法申请办
理延期缴纳税款？

《公告》规定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符合税收征管法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的，仍然可以依法申请

办理延期缴纳税款。

举例 10：纳税人 J 为制造业企业，年销售额为 3000 万元，

且按月缴纳，其 2021年 11月申报期需申报缴纳所属期为 10月

份的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共 50万元，但其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

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只剩 1 万元。纳税人 J 可以依

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就其应缴全部税款申请

延期缴纳税款，不受《公告》规定的限制。

八、纳税人享受缓税政策是否影响其办理所得税汇算清缴？
纳税人符合《公告》规定条件，选择适用缓税政策的，其缓

缴的税款视同“已预缴税款”，正常参与所得税汇算清缴补退

税的计算。同时，纳税人应当按照享受缓缴政策确定的缴税

期限缴纳缓缴税款。

举例 11：纳税人 K 是年销售额 100 万元的制造业个体工

商户，实行查账征收、按季申报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且在

2022年 1月申报期内选择将 2021年第四季度应当预缴的个人

所得税全部延缓到 4 月申报期内缴纳。如果纳税人 K 因为补

充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等原因，需要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办理

2021 年经营所得汇算清缴退税，则纳税人可以正常办理汇算

清缴退税，不受纳税人享受缓缴 2021 年第四季度税款政策的

影响。同时，纳税人应当在 4月申报期内缴纳享受缓缴政策的

税款。

九、《公告》何时开始施行？
《公告》自 2021年 11月 1日起施行。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 政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