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报表表 装修店员年度总结报表(通
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年度报表表篇一

紧张、忙绿、丰盛、而又难忘的2020已经过去，充满期待
的2020已经来到，回首过去一年的工作，既有收获的喜悦也
有不足的反思。在这新年伊始之际，很有必要静下心来对一
年来的生活、工作、学习进行回顾、梳理、和总结，提炼经
验总结教训，便于新年度更好更快的完成今年的任务打下基
础。现将本人的年度总结向各位领导汇报如下，愿与各位同
仁共勉。

一、收获

说道收获，请允许我和大家一道回顾一下一年前今天的原盛
项目现场：__装修收尾、小户型粉刷北塔完成南塔二次结构
完成、准甲粉刷完成60%、中心商业主体开始施工、酒店完成、
而一年后的今天：_月_日顺利交房;小户型11月15日顺利交
房;准甲装修收尾;中心商业除8#楼外其余外立面形象基本完
成;酒店样板房完成幕墙正在封闭中，预计春节前完成封闭。
目前的状态除8#楼外存在较大滞后外基本达到的预期。全年
没有出现严重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特别小户型的安装质量
在2#楼的基础上有长足的进步，在9月份被__市质量监督站作
为观摩工地进行了全市范围内参建单位的观摩，为原盛项目
和绿地品牌赢得了荣誉和声望。



要说__项目20__年度最有影响力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
属交房事件，今年顺利完成两大交付节点：

1、_月_日的__办公楼的交付。

2、_月_日的小户型的交付。这两大事件被我在2020年初工程
部的年初动员大会上形象地比喻为三大堡垒之中的两大堡垒，
其难度之大早有预计和准备。在经过项目全体参与者的精心
组织和齐心协力通力合作下终被成功攻破。这其中凝聚了原
盛人的多少艰辛和付出，这两次的交房事件特别soho的交房，
作为商业综合体项目的首期交付其意义非常重大。

(1)是对本项目三年来全体人员辛勤付出的检验和考核。

(2)作为商业综合体首期交房为我们不断总结、持续提高提供
了经验和基础。

(3)顺利交房对于项目品牌集团品牌的推广和宣传提供了保障
和支撑。

当然我非常清醒地明白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我个人的成绩，
而是项目全体参与者的成绩，特别是项目部全体同仁精诚合
作、合理分工、统筹管理、充分发挥工程管理载体的作用、
辛勤付出的结果。在此，请允许我代表项目部向几位同志三
年来的不懈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分别是：充满热情富
有责任心的__;稳重而富有包容心的__;充满热情和活力的__;
任劳任怨的老黄牛__;敬业谨慎务实低调的__;勤恳富有个性
的团队队长_经理。借此请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向大家说声谢
谢，辛苦了兄弟们，如果没有大家的辛苦付出就不会有原盛
今天。

二、成长

如果说以上成绩是属于大家的，是项目全体同仁辛勤付出的



结果，那么成长则更多的是反映我的个人心理状态。成长不
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状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精神面
貌和状态。

先说读书，与女儿一道学习《三字经》、《弟子规》，自己
熟读《孙子兵法》，甚至曾经想把她背下来，研读《曾国藩》
总之算是读书吧。向自己的极限挑战，在2020年_月_日参加
国际__比赛，以个人的做好成绩1小时56分完成了男子半
程21km的比赛。我还参加社会上的《读书会》、在下班路上
听励志广播节目，这些似乎和工作没多大关系，但这反映出
我的精神状态，渴望学习进步、成长。甚至在今年自费参加
亚洲八大名师__的演讲，通过学习是我真正体会到了__老师
长讲的“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梦想，自己的梦想也就是实现”
的境界。初听到这句话时，认为这是大话是口号，通过不断
学习和感悟使我悟出了其中的人生道理，并使我真正明白帮
助更多人的成长自己也会获得成长的现实意义。于是我在工
作中不断践行着这种理念，在个人进步成长的同时不断去帮
助、带动、影响自己身边的同事，我相信只有当大家都进步
了，有成绩了，我们团队的工作才会有成绩，这是我的人生
哲学，也是我不断持续努力的方向。

如果说以上算是个人的学习，则去年79月份的一段经历则算
是对我的锻炼。去年79月份公司安排由我负责主持项目的全
面工作，这段经历对于我的锻炼、影响和收获非常之巨大甚
至超过全年其他时间收获的总和，所以使我不能不提。首先
我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给我提供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提高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期间经历了__办公楼的验收交房;
小户型的后期装修、幕墙、安装争抢工期和验收;准甲办公楼
的装修、安装及大面积开展;中心商业的保温、幕墙、土建、
安装的穿插施工;酒店的主体施工。为此我付出和投入了极大
的精力为整个项目部署、协调和配合管理工作。特别8月份小
户型抢工期阶段，我有多少个夜晚留守在工地至十一二点已
经记不清了。



甚至曾经有一周都没能和自己女儿说上一句话，虽然每天晚
上都回家。当晚上到家是女儿已经睡着，早上上班从家走女
儿还没有醒来。这期间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作为项目经理的责
任、压力和动力。并且从中我不断悟出了很多的人生道理：
深刻领悟到少点得失心多点责任心;少发点牢骚多干点事实;
少点抱怨多点感恩的现实意义，并逐步加深和加强了对绿地
企业文化的理解和领悟。通过三个月的辛勤努力和付出，使
我得到了较大的锻炼和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大家的
认可。

这段经历带给我太多的收获和正面影响，请允许我借此向关
心支持我的领导和同仁们表达我真诚的谢意，谢谢大家对我
的关心和厚爱。我将以此为动力，持续不断以更高的热情、
更强的责任心、更大的努力，刻苦敬业工作，为我们的绿地
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不足

2020年虽然收获颇多，感悟颇多，同样不足之处也颇多。

1、虽然今年的任务基本算是完成了，但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
一定的滞后，说明进度管理仍要努力，继续挖掘潜力。特
别8#楼土建进度滞后较多，一直没有找到行之有效补救措施，
致使8#楼后期工期过于紧张。

2、没有正确处理好抢进度和保质量之间的关系。2020年整个
工期非常之紧，特别3#楼南塔，春节后复工已是3月20日，从
粉刷、幕墙施工到装修完成仅用了6个月时间，交叉施工、多
专业、多工种的管理协调难度之非常之大。在赶工期的过程
中过于偏面专注于进度，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质量的部分牺
牲，致使后期交房验收过程中被作为反面教材，受到公司领
导的批评。

3、进度管理受施工单位自身素质和配合程度的影响较大。像



对于管理配合责任意识较差的施工二处，缺乏行之有效的管
理办法和措施，致使8#楼主体施工工期持续近一年，造成后
期2020年的整个工期非常之紧。作为项目部除建议在以后确
定队伍时要引入淘汰竞争机制，更要进行自身管理的总结和
反思，对于不同的单位要采取不同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措
施，将施工单位素质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

4、项目部作为工程管理的载体作用有待加强和提高。

工程部作为工程管理的载体应发挥总管理、总协调的主导作
用，在目前的管理中仍存在以下不足：

(1)不同标段的工序搭接存在不够合理的地方，在1#楼的裙房
装修没能从2#楼失败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因为裙房装修队伍
的进场较晚造成整个准甲的工期延后。

(2)专业之间的协调统一和前瞻性不够，致使仍现场施工中存
在不必要的返工。譬如：消防和空调管道的施工为保证不影
响精装修的施工，在装修进场之前大部分已经施工完成，当
装修开始施工时发现多处与装修要求不一致，为到达的装修
效果就造成返工。

(3)工程部把合约和技术部门间资源整合，统一协调的力度不
够有待加强。特别在装修阶段存在因为方案和费用的发生影
响进度时，项目在第一时间不能高速有效协调解决。

四、计划

谋定而后动，为了明年工作的顺利开展，结合项目和自身实
际，现计划如下：

1、以进度管理为抓手，紧紧围绕核心交房节点倒排计划，早
作打算、早作计划。明年的两大核心目标节点：7月15日的准
甲和中心商业交房;10月1日的酒店试营业，其紧张程度绝非



一般。为此必须利用春节前这段时间充分细排并完善2020年
的计划，特别关于工序的合理搭接、技术准备、外配套单位
的介入时间等，都要准确详实地体现在年度计划中，并抄送
各相关部门，保证年度计划的落实和实施。

2、过程强化质量和安全管理。从20__年至今已三年有余，项
目部没有出现较大质量和安全事故，这与项目参与者的努力
付出是分不开的。越是到最后一年，我们越发要重视安全工
作，确保零伤亡事故的发生，为原盛的安全管理工作续写优
秀篇章，确保施工质量在每交一期的基础上再上新的台阶。

3、加强项目团队建设，努力打造一支一流的项目团队，一流
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在加强项目团队合作的同时，注重加强
个人素质的学习和提高，为集团跨越式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

4、加强横向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特别是与技术部和合约部
间的协调沟通，充分发挥工程管理的载体作用和主导作用，
使技术和合约能够更好的为工程服务，尽可能减少无谓的内
耗，促进工程更快更好的开发建设。

5、继续加大个人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学习。以“永不满足、
思变图强、永不止步、争创一流”的绿地企业精神为导向，
以个人的三年规划为目标，持续学习、持续提高、持续进步，
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年度报表表篇二

摘要：财务报表亦称对外会计报表，是会计主体对外提供的
反映会计主体财务状况和经营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或财务状况变动表、附表和附注。对公
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是银行进行信贷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本文从某公司的财务报表出发，对其进行整理加工，罗列至
棋盘分析简表上，然后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评价，为
银行贷款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财务报表信贷管理

现金流量表分析

首先看该公司现金流量表，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正，
近两年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为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为负。由
此可见，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一方面在偿还以前债务，一方
面又要继续投资。因此，要特别关注经营状况的变化，防止
经营状况的恶化导致财务状况恶化，从而影响公司的还贷能
力。

现金流量表分析

其次从利润分析来看，该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及净利润都呈逐年增长趋势，且销售利润率为百分之六
以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所以该公司的盈利能力还是不错
的。

资产负债表分析

再次从公司资产负债表分析，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
率都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债权人的权益保障程度还是比较
高的，利息保障倍数为正常水平，应收账款呈下降趋势，说
明该公司应收账款的管理总体上是好的。但如果是信用条件
苛刻所致，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持续发展。存货20xx年也
比20xx年大幅下降，库存商品明显减少，说明该公司产品适
销对路，公司应注意将存货数量维持在正常水平，满足生产
经营需要。公司短期借款增加较多，负债中只有短期负债，
没有长期负债，使得公司短期偿债压力较大，财务风险较大。
企业未分配利润减少，应是分红比例过高的缘故，应引起注
意。公司资产总规模还算稳定，其中流动资产减少较多，无
形资产增加较多，应分析其具体原因。

财务比率表分析



最后从公司财务比率来看，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该公司负债中只有短期负债所致。
周转率普遍高于行业平均，说明企业周转天数过长，这会影
响企业盈利及偿债能力。企业的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且稳中有升，说明企业盈利能力较强，这是企业未来还债的
有力支持。

年度报表表篇三

1、“税款所属期间”：一般填报公历每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企业年度中间开业的，应填报实际开始经营之日
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企业年度中间发生合并、分立、破
产、停业等情况，按规定需要清算的，应填报当年一月一日
至实际停业或法院裁定并宣告破产之日。

2、“纳税人识别号”：填报税务机关统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号码。

3、“纳税人名称”：填报税务登记证所载纳税人的全称。

4、“纳税人地址”：填报税务登记证所载纳税人的详细地址。

5、“纳税人所属经济类型”：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联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私
营企业、合伙企业、其他企业”等分类填报。

6、“纳税人所属行业”：按“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电
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商品流通业、房地产业、旅游
饮食业、交通运输业、邮政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
业、其他行业”等分类选择填报。

7、“纳税人开户银行”及“帐号”：填报纳税人主要开户银
行的全称及其帐号。



二、收入总额项目

1、第1行“销售（营业）收入”：填报从事工商各业的基本
业务收入，销售材料、废料、废旧物资的收入，技术转让收入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单独反映），转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的收入，出租、出借包装物的收入（含逾期的押金），自产、
委托加工产品视同销售的收入。

2、第2行“销售退回”：填报已确认为收入并已在“销售
（营业）收入”中反映的销售（营业）收入退回。

3、第3行“折扣与折让”：填报包括在“销售（营业）收
入”中的现金折扣与折让，不包括直接扣除销售收入的商业
折扣与折让。

4、第5行“免税的销售（营业）收入”：填报单独核算的免
税技术转让收益，免税的治理“三废”收益，国有农口企事
业单位免税的种植业、养殖业、农林产品初加工业所得等。

5、第6行“特许权使用费收益”：填报转让各种经营用无形
资产“使用权”的净收益。转让各种经营用无形资产“所有
权”的收益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在“销售（营业）
收入”中填报；转让投资用无形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收益
在“投资转让净收益”中填报。

6、第7行“投资收益”：填报企业取得的存款利息收入、债
权投资的利息收入和股权投资的股息性所得。其中，存款利
息收入填报企业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的应计
利息，包括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
证存款、信用卡存款的应计利息；债权性投资利息收入填报
各项债权性投资应计的利息；股息性所得填报全部股权性投
资的股息、分红、联营分利、合作或合伙分利等应计股息性
质的所得（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94）财税字第009号文
件规定进行还原计算后的数额）。



7、第8行“投资转让净收益”：填报投资资产转让、出售的
净收益，如为负数，填入“期间费用合计”中的“投资转让
净损失”（第32行）。

8、第9行“租赁净收益”：填报租赁收入减租赁支出的净额，
如为净支出，填入“期间费用合计”中的“租金净支出”
（第25行）。包装物出租收入、施工企业的设备租赁收入、
房地产企业的出租房产租金收入应在“销售（营业）收入”
中反映。

9、第10行“汇兑净收益”：填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的汇兑收
入减汇兑支出的净额，如为净支出，填入“期间费用合计”
中的“汇兑净损失”（第24行）。已资本化计入有关资产成
本的汇兑损益不得在此重复反映。

10、第11行“资产盘盈净收益”：填报企业全部存货资产、
固定资产盘盈减允许在成本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中列支的盘亏、
毁损、报废后的净额，如为净损失，填入“期间费用合计”
中的“资产盘亏、毁损和报废净损失”（第31行）。转让有
关资产的收入不在此行填报。

11、第12行“补贴收入”：填报企业收到的各项财政补贴收
入，包括减免、返还的流转税等免税补贴收入也在此行填报。

12、第13行“其他收入”：填报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当期应予
确认的其他收入。包括从下属企业或单位的总机构管理费收
入，取得的各种价外基金、收费和附加，债务重组收益，罚
款收入，从资本公积金中转入的捐赠资产或资产评估增值，
处理债务的收入等。“其他收入”应附明细表加以说明。

三、扣除项目

1、第15行“销售（营业）成本”：填报各种经营业务的直接
和间接成本，以及销售材料、下脚料、废料、废旧物资发生



的相关成本，技术转让发生的直接支出，无形资产转让的直
接支出，固定资产转让、清理发生的转让和清理费用，出租、
出借包装物的成本，自产、委托加工产品视同销售结转的相
关成本。

2、第16行“销售（营业）税金及附加”：填报有关的销售
（营业）税金及附加

3、第17行“期间费用合计”：填报本期发生的期间费用性质
的全部必要、正常的支出。已计入有关产品的制造成本，或
与取得有关收入相对应的成本，不得重复扣除。第18至42行
按费用的性质分别填报本期期间费用的具体构成项目。

4、第18行“工资薪金”：填报本纳税年度实际发生或提取的
计入期间费用中的工资薪金。不包括制造成本、在建工程、
职工福利费、职工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的工资。

5、第19行“职工福利费、职工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填报实际提取的全部职工福利费职工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
费，减除制造费用、在建工程中列支的职工福利费后的余额。

6、第20行“固定资产折旧”：填报本期期间费用中包括的有
关资产的实际折旧额。

7、第21行“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摊销”：填报计入管理费用
的全部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实际摊销额。

8、第22行“研究开发费用”：填报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的各种
技术研究开发支出。企业当期发生的研究开发支出比上一纳
税年度增长10%以上，按规定允许附加扣除研究开发费用的，
作为纳税调整减少项目在第61行填报。

9、第28行“税金”：填报企业缴纳的计入本期管理费用的房
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



10、第29行“坏帐损失准备金”：填报采用直接冲销法核算
的企业实际发生的坏帐损失。

11、第30行“增提的坏帐准备金”：填报采用备抵法核算的
企业本年度提取的坏帐准备。

12、第33行“社会保险缴款”：填报按国家规定缴纳给社会
保障部门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保险缴款。

13、第40行“运输、装卸、包装、保险、展览费等销售费
用”：填报本期销售商品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装卸、包装、
保险、展览费，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专设销售机构的业务
费。商业性企业还包括进货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和入库前的
挑选整理费。

14、第42行“其他扣除费用项目”：填报除第18至41行以外
的其他扣除费用项目，包括资产评估减值、债务重组损失、
罚款支出、非常损失等。“其他扣除费用项目”企业应附明
细表加以说明。

四、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1、第44行“纳税调整增加额”：填报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收
入确认和成本费用标准与税法规定不一致进行纳税调整增加
所得的金额。第45行至59行填报具体的纳税调整增加项目，
上述各项目如为负数，应作为纳税调整减少额在第62行“其
他纳税调减项目”中反映，并附明细表加以说明。

2、第59行“其他纳税调整增加项目”：填报除第45行至58行
以外的其他可能导致“纳税调整后所得”增加的项目。包括
企业会计报表中尚未确认为收入，而按税法规定应确认为本
期收入的项目。

3、第63行“纳税调整后所得”：本行如为负数，是企业当期



申报的可向以后年度结转弥补的年度亏损额。

4、第69行“免于补税的投资收益”：填报按规定还原后的数
额。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一：

《销售（营业）收入明细表》填报说明

一、《销售（营业）收入明细表》填报销售（营业）收入的
具体构成项目。企业应根据主营（基本）业务收入、其他业
务收入、营业外收入等会计明细科目和业务性质分析填列附
表一后，再据以填列主表的第1行“销售（营业）收入”。

二、附表一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1、第2行“工业制造业务收入”：包括直接销售产品的收入：
自设非独立核算销售机构的产品销售收入；委托他人代销产
品收入；受托加工业务和工业性劳务作业收入。电力、煤气
和水的生产企业的销售收入和矿产资源开采等采掘业务的收
入在本行填报。

2、第3行“商品流通业务收入”：包括商品流通企业的国内
贸易和进出口销售收入；代购代销业务收入；储运业务收入
等。

3、第4行“施工业务收入”：包括施工企业的工程价款收入；
劳务作业收入；设备租赁收入。

4、第5行“房地产开发业务收入”：包括建设场地（土地）
的销售收入；商品房销售收入；配套设施销售收入；代建工程
（代建房）收入；商品房售后服务收入；出租房租金收入。

5、第6行“旅游、饮食服务业务收入”：包括旅行社的营业



收入；饭店、宾馆、旅店的营业收入；酒楼、餐馆的业务收
入；理发、浴池、照相、洗染、修理等服务的收入；游乐场、
歌舞厅、度假村的收入。

6、企业的运输业务、邮政通信、金融保险和其他中介服务收
入应附说明。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二：

《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填报说明

本附表填报企业的各项投资所得的详细资料。企业应按投资
性质、投资期限进行归类。短期投资和债券投资只填报投资
成本、投资所得、转让成本、投资转让价格和投资转让收益。
企业必须先根据短期投资、长期投资、投资收益、应收利息、
应收股息等会计科目的明细帐分析填报本附表，然后据以填
报主表的第7、8、32行。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三：

《销售（营业）成本明细表》填报说明

本附表填报与销售（营业）收入相配比的直接成本和制造费
用。企业应根据有关会计帐户的明细科目和成本计算单或汇
总成本计算单先分析填列本附表，然后据以填报主表第15行。
企业必须严格区分成本与期间费用的界限，不得混淆或重复
计算申报。其中，企业的运输业务、邮政通信业务、金融保
险业务和中介服务等业务的成本必须附说明。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四：

《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等三项经费明细表》填报说明

（一）本附表填报应计工资总额及其分配、实际发放工资总



额，反映企业按实际发放工资总额提取的职工福利费、职工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及其分配。

（二）本附表第3列第2—9行应根据“应付工资”贷方发生额
及工资薪金费用分配汇总表等凭证分析填报。其中第3列的
第9行填报“应付工资”贷方发生额合计，实行工效挂钩的企
业包括提取的工资及工资增长基金。

（三）第3列第10行反映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企业应根据
“应付工资”借方发生额的合计填报。第4列的第10行“职工
福利费”是指税前按工资总额的规定比例提取的部分，不包
括企业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职工福利费。

（四）本附表与主表的逻辑关系为： 第3列的第4+5行=主表
的第18行；

“工效挂钩企业”第10行第3、4、5、6列与第11行第3、4、5、
6列分别相等；

“工效挂钩企业”第3列的第9行—第3列的第10行=主表第45行
“工资薪金纳税调整额”，如为负数，则在主表第62行填报。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五：

《资产折旧、推销明细表》填报说明

（一）本附表填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折旧或
摊销额。企业应根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分别进
行分类统计，统计时可根据税法规定和企业会计核算情况进
行适当归类。

（二）企业应根据有关会计科目的明细帐分析填报本附表。
企业应按资产分类填报合计的折旧、摊销数额。本附表的逻
辑关系式为：第12列的合计数+第13列的合计=主表的第20



或21行第9列=第4列+第6列-第8列；有关资产的折旧、摊销合计
（第9列）=第11列+第12列+第13列+第14列；企业应根据合计
的折旧、摊销额减除第15列合计允许扣除的折旧、摊销额，
求得折旧支出纳税调整额，如果是纳税调整增加额，应填入
主表的第52行，如为纳税调整减少额，应合计填写列在主表
的第62行。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六：

《坏帐损失表明细表》填报说明

一、本附表填报本期坏帐准备提取、冲销情况。

二、本附表的表头项目的填报：

1、采取直接冲销法的企业只需填写“本期实际发生坏帐损
失”栏，收回已核销坏帐应作为其他收入在主表中反映。企
业申报的坏帐损失与税务机关审核确认的坏帐损失的差额在
主表的第53行填报。

2、采取备抵法的企业，表头各栏的逻辑关系为：

“本期增提的坏帐准备”=期末应收帐款余额×企业实际坏帐
准备的提取比例-[期初坏帐准备帐户余额（保留数）-本期实
际发生的坏帐+本期收回已核销的坏帐]如为负数表示减提的
坏帐准备。

“本期按税法规定增提的坏帐准备”=期末应收帐款余额×税
法规定的坏帐准备提取比例-（期初应收帐款余额×税法规定
的坏帐准备提取比例—本期实际发生的坏帐+本期收回已核销
的坏帐）。

企业会计核算中实际增提的坏帐准备（主表第30行）大于按
税法规定应增提的坏帐准备，或者企业应减提的坏帐准备



（主表第30行用负数表示）小于按税法规定应减提的坏帐准
备，均应调整增加应纳税所得，在本附表“本期申报的坏帐
准备纳税调整额”中用正数填报，并填入主表的第54行。反
之，应调减应纳税所得，在62行“其他纳税调整减少额”中，
并在附表中加以说明。

三、表中实际发生的坏帐、收回已核销的坏帐应填报合计数。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七：

《广告支出明细表》填报说明

1、本附表填报本期发生的全部广告支出；

2、本附表可以按不同产品归类填报；

3、用于做广告的礼品支出必须逐笔填报支出去向。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八：

《公益救济性捐赠明细表》填报说明

2、“用途”栏填报公益、救济性捐赠用途，可以按用途归类
填报；

4、“捐赠支出总额”填报在营业外支出中列支的全部捐赠支
出；

5、“捐赠支出纳税调整额”=“捐赠支出总额”-实际允许扣
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九：

《税前弥补亏损明细表》填报说明



一、本附表填报用本期申报的“纳税调整后所得”弥补前五
年申报的亏损情况。

二、“亏损或所得” 分别填报前五年每一纳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主表第63行“纳税调整后所得”数，负数为亏损，正数为
所得。

三、“已申请弥补亏损”分别填报前五年每一纳税年度的亏
损已申请弥补的数额。

四、“本年度申请弥补亏损”填报申请用本年度主表中第63行
“纳税调整后所得”弥补的前五年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尚未
弥补的亏损额及合计数。

年度报表表篇四

（居民纳税人填报用）

为了帮助纳税人顺利完成企业所得税申报，我们根据企业所
得税申报表内容、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税务机关申报系统审
核要求等，向纳税人提示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填报要点，供纳
税人在填报前准备、填报过程的自我审核时使用。

一、所得税申报时间。居民纳税人在纳税内无论盈利或者亏
损，应当自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企业所得
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

如果申报所属内的最后（月）季度（即12月份或第四季度）
未进行（月）季申报，应先至税务机关作相关税务处理后才
能进行申报。如果纳税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所得税申报的，在终了后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出延期
申报申请，经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申报期限。纳税人在中
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二、所得税申报表组成。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a类）由一
主表和十二附表（附表十二为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组成。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企业在报送企业所得税纳税申
报表时，还应附送财务会计报告和税务机关规定应当报送的
其他有关资料。

三、所得税申报表类型选择。纳税人根据税务机关鉴定的所
得税征收方式，选择相应的申报表进行填报，如为查账征收，
选择a类申报表，如为核定征收，则选择b类申报表。如果中
间变更征收方式，按税务征管系统中鉴定的纳税人申报税款
所属期的有效征收方式，选择相应的申报表进行填报。

四、所得税申报表主表、附表间的关系。申报表附表一至附
表六是主表有关行次的详细反映，与主表有关行次存在勾稽
关系，通常称为“一级附表”；附表七至附表十一为附表三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有关行次的详细反映，与附表三有
关行次存在勾稽关系，通常称为“二级附表”。

五、所得税申报表附表一、二、十二选择规则。

1、附表一（1）《收入明细表》、附表二（1）《成本费用明
细表》，适用税务征管系统税务登记表的单位性质为“企
业”、“其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且纳税人行业不
属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的纳税人填报。

2、附表一（2）《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附表二（2）《金
融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适用税务征管系统税务登记表的
单位性质为“企业”、“其他”，且纳税人税务登记的行业
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的纳税人填报。

3、附表一（3）《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收
入明细表》、附表二（3）《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支出明细表》，适用税务征管系统税务登记表的单位
类型为“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纳税人填报。

4、附表十二《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包括九张报告表，适用
于实行查帐征收的居民企业填报。报告表表一至表七，适用
于与关联方有业务往来的纳税人填报；表八适用于持有外国
（地区）企业股份的中国居民企业填报；表九适用于有向境
外支付款项的居民企业填报。

该报告表部分项目金额需要根据企业会计核算科目分析填报，
因此要按照报告表项目规定的范围以及口径正确填列。

六、所得税申报表填报顺序、项目及逻辑关系的自我审核。
为进一步完善新申报表的填报，我省对新申报表的相关逻辑
关系和填报口径进行了调整，纳税人在填写纳税申报表前要
认真阅读填报说明、熟悉纳税申报的内容、程序、填报方法。
填报后要重点审核主附表相关项目的填报顺序是否无误、表
内栏目和表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等。税务机关网上申报系
统设臵了表内栏目和表间逻辑关系自动校验功能，对不符合
逻辑关系的申报项目要按提示信息进行数据的修改或进一步
确认，未作修改或修改后不正确的，系统不能发送申报。

七、所得税申报时有关项目的确认。纳税人在填报所得税申
报表时，要确认减免税优惠项目、财产损失等是否已向税务
机关备案或已获税务机关批准，填报数据、项目是否正确。
税务机关网上申报系统将根据税务征管系统内企业的减免税
备案（或审批）信息对纳税人申报的减免税项目的有效性和
准确性进行比对，比对不正确不能通过申报。

1、如需填报《税收优惠明细表》（附表五）中相关减免税项
目，在申报前要确认是否已按规定向税务机关备案或已或税
务机关批准，只有备案或审批的项目，才能申报时填写，否
则不能填报。纳税人需要申报但尚未向税务机关备案或获得
批准的，在申报前要及时到税务机关办好相关手续。



2、小型微利企业在填报《税收优惠明细表》（附表五）第34行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项目时，按照税法对小型微利
企业判断的条件，结合表中第45、46、47行的填报数据（从
业人数、资产总额和所属行业）以及当应纳税所得额等指标，
自行核实申报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若不符合小型微
利企业条件，要在汇算清缴时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额。

3、纳税人填报所属发生的需要税务机关批准才能税前扣除的
财产损失项目(如非正常的财产损失)，必须在申报前向税务
机关履行报批手续。

4、纳税人填报《税前弥补亏损明细表》（附表四）时，要确
认以前各盈利（亏损）金额和可结转弥补的亏损余额与税务
机关核准的是否一致。如不一致，税务机关申报系统会有提
示信息，应与税务机关核实修正后再填报。

5、纳税人申报时要核实申报所属累计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填报是否正确；在中间变更征收方式的，同一所属预缴税款
应连续计算。企业网上申报时，税务机关申报系统会自动导
入申报表主表34行“本期累计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数据，
企业需要核实数据是否无误。

年度报表表篇五

在滨海教育中心，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财务室领导的正
确指导下，较好的完成了本年的收支工作计划，保证了学校
的日常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本年的财务室工作总结如下：

我能自觉的参加学校的一切政治学习，认真作好学习笔记，
不断的提高财会知识和政策水平，能认真贯彻执行财务政策、
方针、制度，使学校的财会工作能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进
行，从而保证财务室顺利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工作。

油田一中财务室负责所有资产1762万元，在职教师工资984万



元，医疗费98754。24元、公积金110万元元、养老金3711。6
元、失业金49377。12元及个人税金225937。03元，工会经
费56122。37元，职工福利费169814。66元，每年3次的退休
职工大额门诊药费的报销工作，及在职职工住院药费的二次
报销，固定资产的增加、减少及报废，每年公积金、医疗保
险、养老金、失业保险基数的计算及上缴，经费的核销，每
年二次的学生收费，光开收据20xx多张，时间紧任务重，而
会计室由3人变成2人，但是我能作到加班加点、不计报酬、
甘于吃苦、乐于奉献。认真执行会计制度，做好记帐算帐、
报帐工作，如实地全面地反映单位资金活动情况，做到手续
完备，内容真实、数字准确，帐目清楚，按期结报帐。认真
编制并严格执行财务预算，遵守各项收入制度。严格按开支
标准范围办事，分清资金渠道，合理使用各项资金，加强预
算内、外资金的核算与管理。按照经济核算原则，定期检查，
分析预算执行情况，考核资金使用效果，总结经验，揭露存
在问题，及时向领导汇报并提出建议。(必要时写出书面材
料)。协同有关人员做好校舍检查和维修、管理工作和加强学
校财产、物质的管理。根据国家会计制度的规定妥善保管会
计凭证，帐册、报表等档案资料，及时按规范整理、装订、
保存共装订帐册报表70余本。财务工作将影响到学校的一切
工作，学校制定了财务制度和上报审批程序，财会人员能够
做到账目清楚，下账要字迹工事下账时，对学校缺口要做到
细致明了，为学校要节约每一分钱，本年积极配合学校完成
了收支计划，为学校做好强有力的保障。

20xx年本年度虽然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但还存在一定差距，
如：上缴财政各项款项后，申请却很困难，一时半晌申请不
回来，耽误了学校的正常工作，使学校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
要想工作做得好，要手勤、眼勤、多动脑筋，做好20xx年工
作计划，使工作有条理，要替领导分担一些困难，把财务工
作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