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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关于重点群体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政策有关执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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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4 号

为推动《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

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5

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4 号）有效落实，

进一步优化征管操作流程，加强部门协作，提高纳税人享受政策便利度，

现就重点群体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政策（以下简称“政

策”）有关执行问题公告如下：

一、关于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税收政策

（一）申报享受

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以下简称“脱贫人口”）、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和享受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

校毕业生，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时，填写《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信息表》（附件 1），通过填报相关纳税申报表享受政策，并按

以下要求留存资料备查：

1.脱贫人口享受政策的，由其留存能证明相关人员为脱贫人口的材

料（含电子信息）。

2.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零就业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的登记失业

人员享受政策的，由其留存《就业创业证》《就业失业登记证》，或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其他能证明相关人员登记失业情况的材料

（含电子信息）。

3.毕业年度内已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享受政策的，由其留存毕业证、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和《就业创业

证》（含电子信息）；尚未毕业的，由其留存学生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学

籍信息的材料和《就业创业证》（含电子信息）。

（二）税费款扣减限额及顺序

1.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以申报时本年度已实际经营月数换算

其扣减限额。换算公式为：扣减限额＝年度限额标准÷12×本年度已实

际经营月数。

2.纳税人在扣减限额内，每月（季）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



税应纳税额。纳税人本年内累计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减免

税额以其应缴纳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二、关于企业招用重点群体税收政策

（一）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

1.企业持下列材料向县级以上（含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

交申请：

（1）招用重点群体清单，清单信息应包括招用重点群体人员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类别（脱贫人口或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在本企业

工作时间。

（2）企业与招用重点群体签订的劳动合同（含电子劳动合同），依

法为其缴纳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的记录。上述材料已实现通过信息共

享、数据比对等方式审核的地方，可不再要求企业提供相关材料。

2.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接到企业报送的材料后，重点核

实以下情况：（1）招用人员是否属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人员范围；

（2）企业是否与招用人员签订了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为招

用人员缴纳养老、工伤、失业保险。

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企业吸

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或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含电子信息）；具备

条件的，也可通过信息交换的方式将审核情况及时反馈至税务部门。



4.招用人员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变更

申请。

（二）向税务部门申报享受政策

1.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时，填写《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就业信息表》（附件 2），通过填报相关纳税申报表申报享受政策。

2.企业应当留存与重点群体签订的劳动合同（含电子劳动合同）、

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录（含电子信息）备查。

招用脱贫人口的，还需留存能证明相关人员为脱贫人口的材料（含

电子信息）备查。

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还需留存其《就业创业证》《就业

失业登记证》，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企业吸纳重点群体

就业认定证明》或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含电子信息）备查；已通过信

息交换的方式将审核情况反馈至税务部门的地区，可不再要求企业留存

相关材料。

（三）税费款扣减限额及顺序

1.企业应当以本年度招用重点群体人员申报时已实际工作月数换算

扣减限额。实际工作月数按照纳税人本年度已为重点群体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时间计算。计算公式为：



扣减限额=∑每名重点群体本年度在本企业已实际工作月数÷12×年

度定额标准

2.企业在扣减限额内每月（季）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企业本年内累计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

限额的，减免税额以其应缴纳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

扣减限额为限。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

据是享受本项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3.纳税年度终了，如果企业实际减免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年度扣减限额，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时以差额部分扣减企业所得税。当年扣减不完的，不再结转以后年

度扣减。

三、关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政策

（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时，

填写《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信息表》（附件 1），通过填

报相关纳税申报表申报享受政策。

（二）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的，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时，

填写《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信息表》（附件 2），通过填

报相关纳税申报表申报享受政策。



（三）纳税人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政策的税款扣减额度、

顺序等方面的规定比照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四）纳税人应当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 年

第 14 号）第四条的规定留存相关资料备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退役

证件遗失的，应当留存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其退

役信息的材料（含电子信息）。

四、关于征管操作口径

（一）同一重点群体人员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办多家个体工商户

的，应当选择其中一户作为政策享受主体。除该个体工商户依法办理注

销登记、变更经营者或转型为企业外，不得调整政策享受主体。

（二）同一重点群体人员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多家企业就业的，

应当由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缴纳养老、工伤、失业保

险的企业作为政策享受主体。

（三）企业同时招用多个不同身份的就业人员（包括脱贫人口、登

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随

军家属、残疾人等），可按照规定分别适用对应的政策。

（四）企业招用的同一就业人员如同时具有多重身份（包括脱贫人

口、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



部、随军家属、残疾人等），应当选定一个身份享受政策，不得重复享

受。

（五）为更好促进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对于企业因

以前年度招用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

时申报享受的，可依法申请退税；如申请时该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已从企业离职，不再追溯执行。

五、关于税收优惠政策管理

（一）农业农村部建立全国统一的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信息系统，供各级农业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查询

脱贫人口身份信息。农业农村部门为纳税人提供脱贫人口身份信息查询

服务。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纳税人提供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身份信息查询服务。

（三）退役军人事务部汇总上年度新增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信息后 30

日内将其身份信息交换至税务总局。

（四）各级税务部门加强税收优惠政策日常管理，对享受政策的人

员信息有疑问的，可提请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教育、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实；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教育、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应在 30 日内将核实结果反馈至税务部门。



（五）《就业创业证》已与社会保障卡等其他证件整合或实现电子

化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证件或电子信息代替《就业创业证》

办理业务、留存相关电子证照备查。

（六）各级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教育、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优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审核、协查等事

项的具体方式和流程。

本公告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 教育部关于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有关税收政策具体操作问题的公告》（2019 年第 10 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4 号）附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样表）》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 教育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2024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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