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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税收概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 

 

一、辖区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是位于亚太地区的国家，拥

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国家政治、

文化、国际交流和科技创新中心。汉语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

话是官方的标准语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国

内市场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二、机构设置 

中国税收管理机构按照行政级次、区划以及隶属关系分为四

个层级，其中国家税务总局总体负责中国税收全面工作，省级和

省级以下税务机关，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

征管等职责，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

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国家税务总局设立 7个派出机构：1个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

理局、6个特派员办事处，分别派驻北京、沈阳、上海、广州、

重庆、西安，是税务总局向地方派驻开展跨区域税务稽查和督察

内审工作的税务机构。 

三、税收制度 

目前，中国共有 18 个税种，按照税种性质大致可分为以下

三个类别： 

◆货物和劳务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和关税。 

◆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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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行为税：包括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车船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烟叶税、船舶吨税和环境保护税。 

点击链接查看具体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等。 

四、最新优惠政策概述 

近三年中国宏观税负（小口径，即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情况：2022 年为 13.77%，2023 年升到 14.37%，2024

年进一步降至 12.97%。 

2024 年，中国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

新和制造业发展。加大对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

备税收优惠支持力度，把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纳入优惠范围；同

时，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 

◆增值税相关政策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

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同时，为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科技创新

驱动，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 75％统一提

高到 100%，并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 

  ◆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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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对个体工商户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五、税收征管 

中国的税收征管体系由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各级（省、

市、县）税务机关组成，负责税收及社会保险费、有关非税

收入的征收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开展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

税务稽查等工作。在征管职责划分上，强化市县税务机构在日常

性服务、涉税涉费事项办理和风险应对等方面的职责，适当上移

全局性、复杂性税费服务和管理职责。 

近年来，中国税收征管体制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和税务执法

的规范性、便捷性、精准性不断提升。完善税务执法制度和机制,

推行优质高效智能税费服务，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强化国际税收合作。 

中国税收征管信息化历经金税一期、金税二期、金税三期建

设，目前金税四期主体工程已上线运行并完成应用推广。具

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六、纳税服务 

办税服务渠道:中国税务机关办税服务渠道主要有办税服务

厅、电子税务局和自助办税终端等。 

◆办税服务厅——纳税人集中办理涉税事项以及社会保险

费和非税收入缴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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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税务局——电子税务局包括PC端和移动端2个端口，

不同端口匹配相应的业务场景和安全准入。 

◆自助办税终端——在办税服务厅、政务大厅以及商圈、银

行、社区等办税需求集中的场所投放。 

大企业纳税服务:国家税务总局设立大企业税收管理机构，

并在全国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对合并重组、关联交易、跨境投资

等重大交易事项提供专业辅导。 

热线咨询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统一的 12366 纳税缴费

服务热线开通了自然人咨询专线，提供全天候人工服务，专题解

答个人所得税业务问题。为便利外籍纳税人在华就业经商纳税，

12366 热线开通了双语服务。 

七、税收立法进程 

2013 年，中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确对现行15 个税收条例修改上升为

法律或者废止的时间作出了安排，税收立法驶入“快车道”。中

国税务部门积极参与税收立法，加快推动税收法定进程，已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烟叶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等 14 个税种

完成立法，同时有序推进其他税种立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修订。 

八、未来税改计划 

中国已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主要包括： 

◆推进税收法定：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

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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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税收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

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 

◆完善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

所得统一征税。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九、国际税收合作 

中国在税收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不仅通过扩大税收协

定网络促进了跨境投资和贸易，而且在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影响力和贡献。 

◆扩大税收协定网络：中国已与 114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税收

协定，有助于更好地服务“走出去”和“引进来”企业。 

◆“一带一路”征管合作机制：中国税务机关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创建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组织和论坛：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税收合作组织，

与多国税务机关建立了双边税收合作关系。 

◆投资指引：中国出台了大量国别投资税收指引，帮助企业

了解海外投资的税收风险，提供涉税咨询服务。 

◆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国已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转变为贡献者，并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改革和制定。 

十、其他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