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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税务筹划

1公司点（设立区）税务筹划

企业设立时注册点选择非常重全球范围跨国企业选择国际避税港等低

税负区注册公司国家范围企业选择税率较低方注

册公司般言选择注册时应选择体税种税负低方进行注册

1国注册点选择进行筹划

国针时期区济发展求相应区分制定税收优惠政

策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国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里注册高新技

术企业予税收优惠扶持贫困区西部区发展国制定相应西部开

发优惠政策区差税负税收政策创业者提供税务筹划空间

（1）利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优惠 国家需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减

 15税率缴纳企业税国家需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指拥核心知识产

权研究开发费占销售收入低规定例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企业年总收入 60

科研员占职工总数低规定例企业

（2）利国家济特区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国家区优惠政策集中西部

区 西部开发省份 15税优惠政策

2国外注册点选择进行筹划

计划海外投资时投资者肯定较投资国外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程度果目

标国投资者国税收遇够优惠者反国目标国投资税收优惠遇

够优惠投资者会考虑某国际避税先行设立公司进行投资

目前全世界存众国际避税般分三类：

第类没直接税纯避税开曼群岛巴哈马等

第二类普通避税新加坡牙买加等

第三类营投资提供某税收优惠国家区英国加等方设

立子公司者分公司利税基窄税率低便利条件转移抵企业利润

达避税效果百度公司例证百度美国市中国 Google

概念根百度公司 2005 年 6 月 20 日发布招股说明书显示百度分海外部分中国部

分海外部分中家英属开曼群岛注册家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美资

然中国北京成立全资子公司百度线种结构恰分体现税收筹划优

利益首先选择英属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两世界著名避税注册百度公司

意味着百度公司整体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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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交易安排会实现低税收目前开曼群岛言公司税征收

税收征收印花税没外汇制者货币限制次然百度公司美国

存联邦税纳税义务美国存托股票者普通股分配般作股息非

法公司股东言股息采较低资利税税率外国股息税收美国法

律抵免

2出资方式税务筹划

出资方式分货币出资非货币出资货币出资目前暂税收企业需注意非

货币资产出资新税法规定视非货币资产转时发生需交纳税

财税201541 号文件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转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时发生转非货币

性资产应财产转项目法计算缴纳税

通知称非货币性资产指现金银行存款等货币性资产外资产包括股权动

产技术发明成果形式非货币性资产

3组织形式税务筹划

现代高度发达市场济条件企业组织形式日益样化财产组织形式法律责

权限国际通常分三类：公司制企业合伙制企业独资企业法律角度

讲公司制企业属法企业出资者出资额限承担限责合伙制企业

独资企业属然企业出资者需承担限责国家税收促进国济发展

充实国财政必然组织形式企业实行征税办法正税收办法差

性企业税收筹划提供生存发展空间

例 1：某限责公司股东 3 2012 年应纳税额 8 万元应纳企业税 2

万元（8×25）假定 8 万元缴纳 2 万元企业税 6 万元全部分配利润

均分配 3 股东总计需缴纳税 12(2×20×3)万元8 万元应纳税

额承担 32 万元税税负率 40

果该公司独资企业需缴纳税 1425 万元（8×300975）税负率

178

计算出应纳税额确定情况二者税负递减样方法

测算应纳税额 6 万元二者税负递减

果 2012 年应纳税额 10 万元限责公司适企业税税率 25

简化分析暂考虑红利分配税负影响

假定限责公司税负独资企业税负相等公式 4 25X30X0975求出

X195 万元二者税负公司高独资企业 195 万元公司税负低

独资企业 果该企业合伙企业合伙 3  2012 年销售收入 50 万元扣

含工资薪金广告费业务宣传费成费该公司应纳税额 8 万元该合

伙企业应纳税 0575（8÷3×10075×3）万元税利润 7725 万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6

综述公司制企业合伙制企业独资企业纳税区：

公司制企业营业利润先企业环节征收企业税然股息红利方式分配投资

者投资者分股息红利数额缴纳税合伙制企业独资企业纳

税年度收入总额减成费损失余额作投资者生产营

税法：体工商户生产营应税项目征收税公司制企业说

存双重纳税问题

企业组织形式子公司分公司两种选择中子公司具独立法资格

够承担民事法律责义务实体分公司具独立法资格需总公司承担法

律责义务实体企业采取种组织形式需考虑素包括：分支机构盈亏分

支机构否享受优惠税率等

第种情况：预计适优惠税率分支机构盈利选择子公司形式单独纳税

第二种情况：预计适非优惠税率分支机构盈利选择分公司形式汇总总公司纳

税弥补总公司分公司亏损属公司均盈利时汇总纳税节税效应

降低企业办税成提高理效率

第三种情况：预计适非优惠税率分支机构亏损选择分公司形式汇总纳税

分公司总公司利润弥补亏损

第四种情况：预计适优惠税率分支机构亏损种情况考虑分支机构扭亏

力短期扭亏宜采子公司形式否宜采分公司形式企业营策划

紧密关联总体说果属公司税率较低宜设立子公司享受低

税率

果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独立法实体设立国视居民纳税

通常承担该国居民公司样全面纳税义务子公司国分公司享受更

税务优惠般享东道国予居民公司等税务优惠遇果东道国适税

率低居住国时子公司积累利润递延纳税处分公司独立法

实体设立国视非居民纳税发生利润总公司合纳税国企业

税法允许境外机构盈亏相互弥补营期间发生分公司营亏损分公

司亏损法减总公司利润

4营范围（投资行业）税务筹划

国家特殊国情国家中区情况济发展程

中切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情况行业领域领先甚超前行

业落甚停滞国家区税法会体现出某行业税收倾斜政策

行业倾斜政策构成行业优惠企业设立时投资行业筹划具现实意义进行

投资行业筹划首先必须行业间税收遇进行较种税收较行业性质分

两层次生产类行业间费生产类行业间税收较分税种

优惠政策根营范围进行税收筹划

1增值税营范围方面优惠政策进行筹划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事部分项目免征增值税农业生产者销售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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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农产品避孕药品具古旧图书直接科学研究科学实验教学进

口仪器设备等

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部门规章形式发布项优惠政策包括：(1)

符合条件增值税般纳税销售生资源缴纳增值税进行先征退政策（2）黄金

生产营单位销售黄金黄金矿砂实行增值税免税政策（3）非国粮食购销企业营

军队粮救灾救济粮水库移民口粮政府储备食植物油实行免税政策（4）公残

疾专假肢轮椅矫形器免征增值税等

例 2：江苏海星菊花饮品限公司专门生产菊花饮品涉农工业企业采取直接

农户收购菊花行进行加工成产成品出售模式采取公司加农户生产模式

企业农户签订产供合公司农户提供资金种苗样品规格等农户作公司辅

助生产车间完成菊花种植采集整理蒸制杀青干制成菊花饼等生产流程

然公司农户生产菊花饼收购进行烘焙提炼包装等精加工制成菊花饮

品菊花晶等市销售种生产方式特适合种植业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假定

企业收入费相考虑税收等素两种方案供选择：

方案：2012 年公司直接收购农户生产菊花支付 120 万元

门收购支付运输费 10 万元蒸制杀青干制耗工费等抵扣颈项税额费 19

万元电费等支出 588 万元抵扣进项税额 1 万元生产菊花饮品耗电费辅助材料

等进项税额 34 万元销售菊花饮品取收入 200 万元中应纳增值税额增值税负担率

计算： （1）应纳增值税200×17120×1310×7134 133(万元) （2）增

增值税负担率133÷200665

方案二：2012 年收购农户生产菊花饼支付 14488 万元门收购支付运输费 10 万元

生产菊花饮品耗电费辅助材料等进项税额 34 万元销售菊花饮品取收入 200 万元

中应纳增值税额增值税负担率计算： （1） 应纳增值税200×17（14488×

13+10×7+34） 1107（万元）（2） 增增值税负担率1107200553 

案例中出采公司加农户模式进行涉农工业企业生产优模式

应加提倡予利

3企业税法营范围方面优惠政策 企业税法第三十条规定：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研究开发费计算应纳税额时加计扣实施条例第

九十八条规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研究开发费形成形资产计入

期损益规定实扣基础研究开发费 50加计扣形成形资

产形资产成 150摊销企业应研究开发支出支出分核算便

充分利项政策

例 5：甲公司急需项生产技术身具备相应研发力量现解某高校正准备

进行相关技术开发现两种方案供甲公司进行选择：该技术研发成功 200

万元购入

方案委托开发技术双方签订委托开发合技术开发成功支付开发费 200

万元该高校甲公司约获该技术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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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案分析：采第种方案国税法规定甲公司购买单位技

术必须作形资产入账该法律保护期限合约定期限均分期扣果甲

公司购入技术分十年扣年税前扣金额 20 万元

采第二种方案甲公司支付 200 万元作技术开发费税法规定直

接期税前扣甲公司年技术开发费年增长 10（含 10）

年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 50抵扣年度应纳税额（惯称加计扣

）甲公司达述国家规定增长例获 100 万元抵减应税指标

述较中出选择开发技术方案优直接购入单位济力技术

力前提选择技术开发

需注意选择投资行业时首先应企业利益化目标税收素外

应该考虑商业素资源土力市场等节税节税次充

分估计筹划获利机会成必须充分考虑选行业享受税收优惠条件域

时间等方面限制否偿失

5出资身份（股东身份）税务筹划

标准企业进行分类

（1）根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法律责企业分：公司企业合伙企业独资企

业三类性质法律角度讲公司企业属独立法企业出资者出资额承担限责

合伙企业独企业属然企业出资者需承担限责

（2）根限公司否够发行股票限公司划分：股份限公司限责

公司

（3）根出资企业划分：资企业外资企业外资企业细分

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营企业中外合作营企业等三类国家政治济方面

考虑性质企业规定征税办法正税收政策规定企业

纳税筹划提供空间

（4）根出资股东分股东法股东法股东投资企业分红免

交企业税股东投资企业分红需交纳 20税

6征税方式认定税务筹划

税征收两种方法：查账征收核定征收财务会计制度较健全够认真履行

纳税义务单位采查账征收方式营规模会计核算健全纳税采定

额征收核定应税率征收核定征收方式核定应税率征收方式言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9

行业应税率仅规定例范围行业低例高例差异较利

税务机关操作缺乏具体认定标准意性较造成行业企业税负均

增加企业营风险税负果企业营业税法规定营项目否单独核算

均应根营项目确定适应税率导致适较低应税率业务较高

应税率征税外实行核定征收企业享受税优惠政策相

查账征收方式享受部分税收优惠遇涉税风险较便投资者税务机关全面掌

握企业生产营情况

少私营企业营规模会计核算健全采核定征收方式甚私营

企业逃避税收缩规模异营化退回营体户状态放弃查账

征收方式私营企业规模法形成产业优势会计核算健全降低企业营理

水综合权衡私营企业选择查账征收方式仅降低涉税风险利企业长

远发展需企业国家规定设置账簿核算收入成费期办理纳税申报

企业开票收入居注册形式体户时采核定征收征税方式

效节税

二采购环节税务筹划

1购货象税务筹划

选择购货象纳税筹划总体思路

税法规定：增值税纳税般纳税规模纳税两种类型般纳税 17

 13税率计税实行增值税专发票抵扣购进扣税法规模纳税采征收

率 3简易征收办法抵扣进项税额

购货企业增值税般纳税方面般纳税购进货物抵扣货物

含税价格 17 13增值税进项税规模纳税购进货物法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者便规模纳税索取税务机关代开 3增值税专发票

抵扣货物含税价格 3增值税进项税方面般情况般纳税

规模纳税购进货物价格高般纳税选择购货象时需综合考虑

述两方面容

购货企业增值税规模纳税般纳税规模纳税购进货物

选择较容易规模纳税获增值税专发票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含税价款中增值税税额意味着单纯现金流出较购货象含税

价格高低

购货企业利润化目标较选择购货象净利润

进选择净利润方案

二般纳税购货象选择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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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般纳税选择购货象类型

般纳税采购货物时候选择纳税身份购货象概括起三

种类型：般纳税购进货物二规模纳税购进货物索取税

务机关代开 3增值税专发票三规模纳税购进货物索取普通发票

2般纳税选择购货象纳税筹划

（1）选择般纳税规模纳税作购货象

购货象般纳税规模纳税需两者间做出选择

假定购货方作般纳税含税销售额 S销售货物增值税税率 T

般纳税购进货物含税购进金额 P1购进货物增值税税率 T1费 F（注：

购货象选择影响费 F）时净利润 L1假定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附加率 3企业税税率 25

L1（含税销售额－含税购进金额－费—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企业

税税率）

{S－P1÷（1+T1）－F－[S×T－P1÷（1+T1）×T1]×（7+3）}×（1－25）

假定购货方作般纳税含税销售额 S销售货物增值税税率 T

规模纳税购进货物含税购进金额 P2购进货物增值税征收率 T2（假设规模

纳税购进货物索取税务机关代开 3增值税专发票）费 F

时净利润 L2

L2{S－P2÷（1+T2）－F－[S×T—P2÷（1+T2）×T2]×（7+3）}×（1－25）

假定购货方作般纳税含税销售额 S销售货物增值税税率 T

规模纳税购进货物含税购进金额 P3购进货物增值税征收率 T3（假设规模

纳税购进货物索取普通发票索取税务机关代开 3增值税专

发票）费 F时净利润 L3

L3（含税销售额－含税购进金额－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企业税税率）

[S－P3－F－（S×T）×（7+3）]×（1－25）

令 L1L2净利润均衡点价格 P1P2（1+T1）（1－01T2）（1+T2）（1－01T1）

 T117T23时代入式 P1P2（1+17）（1－01×3）（1+3）（1－01

×17）1152 1

说P1P21152 1 时般纳税索取税务机关代

开 3增值税专发票规模纳税采购货物净利润样 P1P2＞1152 1

时规模纳税采购货物时净利润较时应选择规模纳税处购货

P1P2＜1152 1 时应选择般纳税处购货

令 L1L3净利润均衡点价格 P1P3（1+T1）（1－01T1）

 T117T33时代入式 P1P3（1+T1）（1－01T1）（1+17）（1－01×17）

1190 2

说P1P31190 2 时般纳税开具普通发票规模

纳税采购货物净利润样 P1P3＞1190 2 时规模纳税采购货物时

净利润较时应选择规模纳税处购货 P1P3＜11902 时应选择

般纳税处购货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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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情况净利润均衡点价格：

类 17 增值税票 13增值税票

普通发票 p1p311902 p1p311449

3增值税票 p1p211521 p1p211082

（2）选择种规模纳税作购货象

购货象仅限规模纳税需类规模纳税间做出选择

假定购货方作般纳税含税销售额 S销售货物增值税税率 T某

规模纳税购进货物含税购进金额 P4购进货物增值税征收率 T4（规

模纳税购进货物索取税务机关代开 3增值税专发票）时净利

润 L4规模纳税购进货物含税购进金额 P5购进货物增值税征收率

T5（规模纳税购进货物索取普通发票索取税务机关代开

3增值税专发票）时净利润 L5

 L4（含税销售额－含税购进金额－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企业税

税率）{S－P4÷（1+T4）－F－[S×T－P4÷（1+T4）×T4]×（7+3）}×（1－25）

L5（含税销售额－含税购进金额－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企业税税率）

[S－P5－F－（S×T）×（7+3）]×（1－25）

令 L4L5净利润均衡点价格 P4P5（1+T4）（1－01T4）

 T43时代入式 P4P5（1+T4）（1－01T4）（1+3）（1－01×3）10331

说P4P510331 时税务机关代开 6增值税专发票

规模纳税开具普通发票规模纳税采购货物净利润样

P4P5＞10331 时开具普通发票规模纳税采购货物净利润较时应

选择开具普通发票规模纳税采购货物 P4P5＜10331 时应选择

税务机关代开 3增值税专发票规模纳税采购货物

3般纳税选择购货象案例

案例：甲公司增值税般纳税适增值税税率 17购买原材料时

种方案供选择：般纳税 A 公司购买吨含税价格 11000 元A 公司适增

值税税率 17二规模纳税 B 公司购买取税务代开征收率 3

专发票吨含税价格 10000 元三规模纳税 C 公司购买取普通

发票吨含税价格 9000 元A 公司原材料生产产品吨含税销售额 20000

元相关费 3000 元请运净利润法 A 公司购货象选择进行纳税筹划（中

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3）

方案：般纳税 A 公司购买

净利润{20000－11000÷（1+17）－3000－[20000×17－11000÷（1+17）×17]×

（7+3）}×（125）5563590（元）

方案二：规模纳税 B 公司购买

净利润{20000－10000÷（1+3）－3000－[20000×17－10000÷（1+3）×3]×（7+3）}

×（1－25）5235291（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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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规模纳税 C 公司购买

净利润[20000－9000－3000－20000×17×（7+3）]×（1－25）5745（元）

方案三净利润方案三优方案

三规模纳税购货象选择

1规模纳税选择购货象类型

规模纳税采购货物时候选择纳税身份购货象概括起

五种类型述般纳税选择购货象类型

2规模纳税选择购货象纳税筹划

规模纳税说增值税般纳税购进货物规模纳税购

进货物抵扣进项税额规模纳税选择购货象时考虑购进货物

含税价格高低选择价格低购货象

需说明购货企业利润化目标前提进行研究事实

企业选择购货象时需考虑净利润外应考虑诸现金净流量信

关系售服务等素便做出全面合理决策

2购货运费税务筹划

税法规定

购进固定资产运费抵扣增值税

购进材料运费抵扣运费支付装卸费保险费等杂费抵扣进项税

额

购进材料物资等发生运费售货方名称求运费发票开票方名称致否销

售方代垫运费未作增值税价外费计税购货方抵扣运费进项税额

需特补充营运费转成外购运费运费补贴收入转成代垫运

费必然会增加相应转换成设立运输子公司开办费理费公司费等

支出节税额转换成时进行纳税筹划合适

3委托代购方式税务筹划

代销行涉税分析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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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方式通常两种：视买断方式二收取手续费方式根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规定货物交付单位者代销销售代销货物均视销售行

需缴纳增值税收取手续费方式视买断方式代销行负增值税

纳税义务收取手续费种代理行（属服务业）负增值税纳税义务

二代销方式选择税务筹划案例分析

案例甲公司乙公司签订项代销协议乙公司代销甲公司产品该产品成

800 元／件现两种代销方式选择： 收取手续费方式乙公司 1200

元／件价格外销售甲公司产品甲公司收取 200 元／件代销手续费

二视买断方式乙公司售出件产品甲公司 1000 元／件协议价收取货款

乙公司市场 1200 元／件价格销售甲公司产品实际售价协议价差 200

元／件乙公司

甲公司般纳税甲公司抵扣进项税 100 元／件甲公司规模纳税

 100 元／件计入产品成产品成增 900 元／件价款均含税价

款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3

分四种情况代销方式选择进行税务筹划

（）甲公司乙公司均般纳税

税务筹划方案：收取手续费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200×17－100＝104（元）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04×（7＋3）＝104（元）税税前利润＝1200－800－200

－104＝

1896（元） 乙公司增值税＝1200×17－1200×17＝0（元）营业税＝200×5

＝10（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0×（7

＋3）＝1（元）税税前利润＝200－10－1＝189（元）

税务筹划方案二：视买断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000×17－100＝70（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70×（7＋3）

＝7（元）税税前利润＝1000－800－7193（元）

乙公司增值税＝1200×17－1000×17＝34（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34×（7＋

3）＝34（元）税税前利润＝1200－1000－34＝1966（元）

见采税务筹划方案二甲乙公司分获取税税前利润 34 元 76 元

应采视买断方式

（二）甲公司般纳税乙公司规模纳税

税务筹划方案：收取手续费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200×17－100＝104（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04×（7＋3）

＝104（元）税税前利润＝1200－800－200－104＝1896（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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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公司增值税＝1200×3＝36（元）营业税＝200×5＝10（元）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36＋10）×（7＋3）＝46（元）税税前利润＝1200－1200×（1＋17）＋

200－10－46＝－186（元）

税务筹划方案二：视买断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000×17－100＝70（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70×（7＋3）

＝7（元）税税前利润＝1000－800－7＝193（元） 乙公司增值税＝1200×

3＝36（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36×（7＋3）＝36（元）

税税前利润＝1200－1000×（1＋17）－36＝264（元）

见采税务筹划方案二甲乙公司分获取税税前利润 34 元 45 元

应采视买断方式

（三）甲公司规模纳税乙公司般纳税

税务筹划方案：收取手续费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200×3＝36（元）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36×（7＋3）＝36（元）税税前利润＝1200－900－200－

36＝964（元） 乙公司增值税＝1200×17－1200×3＝168（元）

营业税＝200×5＝10（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68＋10）×（7＋3）＝178

（元）税税前利润＝1200－1200＋200－10－178＝1722（元）

税务筹划方案二：视买断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000×3＝30（元）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30×（7＋3）＝3（元）税税前利润＝1000－900－3＝97（元）

乙公司增值税＝1200×17－1000×3＝174（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74×（7

＋3）＝174（元）税税前利润＝1200－1000－174＝1826（元）

见采税务筹划方案二甲乙公司分获取税税前利润 0．6 元 104 元

应采视买断方式

（四）甲乙公司均规模纳税

税务筹划方案：收取手续费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200×3＝36（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36×（7＋3）＝36（元）

税税前利润＝1200－900－200－36＝964（元）

乙公司增值税＝1200×3＝36（元）营业税＝200×5＝10（元）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36＋10）×（7＋

3）＝4．6（元）税税前利润＝1200－1200×（1＋3）＋200－10－

4．6＝1494（元）

税务筹划方案二：视买断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000×3＝30（元）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30×（7＋3）＝3（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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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税前利润＝1000－900－3＝97（元） 乙公司增值税＝1200×3＝36（元）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36×（7＋3

）＝36（元）税税前利润＝1200－1000×（1＋3）－36＝1664（元）

见采税务筹划方案二甲乙公司分获取税税前利润 06 元 17 元

应采视买断方式

4进口型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般贸易方式选择税务筹划

出口型生产企业进口料件贸易方式选择税务筹划

出口型生产企业进口料件贸易方式分两种：般贸易加工贸易采般贸

易方式进口料件进口环节免税需海关监加工贸易方式俗称两头外

方式料件进口加工销售境外进口料件进口环节免税需海关监

进料加工方式进口料件果转销需补缴进口环节关税增值税等税费

加工贸易方式分两种：进料加工料加工进料加工方式指料件企业购买

出口销售业务形式料加工指料件外商提供企业购买企业外商

求加工成产成品出口销售外商业务形式企业收取加工费类业务中产品

需料件全部外方提供外方提供部分部分加工方国采购

 三种贸易方式出口退税相关规定

（）般贸易方式生产企业出口退税规定 般贸易方式出口退税实行免

抵退办法免指企业出口货物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抵指企业出口产

货物耗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含进项税额抵顶销货物应纳税额

货物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未抵顶完进项税额规定办理退税留期抵扣

根出口货物离岸价期外汇牌价折合成民币金额征退税率差积

进项中抵扣退指企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情况折合成民币出口额退

税率积办理退税举例说明

例 1：A 公司某月出口货物 100 万元销货物 30 万元（含税价）月国采购

80 万元（含税价）取增值税专发票期留抵税额产品征税率 17出口

退税率 13假设期出口货物单证已全部收齐

期销货物销项税额30×1751 万元

期免抵退税免征抵扣税额100×（1713）4 万元

期应纳税额51（80×174） 045 万元

期免抵退税额100×13013 万元

期留抵税额 45 万元期免抵税额134585 万元

（二）进料加工方式生产企业出口退税规定 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退税实行

免抵退办法申报程序般贸易方式企业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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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料件需填报进料加工贸易申请表报税务机关意税务机关申请开

具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产生期免抵退税计算免抵退税

免征抵扣税额抵减额免抵退税额抵减额计算方法分购进法实耗法

两种购进法指企业期实际境外购进料件金额基础计算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免征抵扣税额抵减额方法实耗法指企业期实际耗境外购进料件金

额基础计算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征抵扣税额抵减额方法购进

法较简单易实际操作目前国部分企业采方法计算假设 A 公司

采方法

例 2：A 公司某月出口货物 100 万元销货物 30 万元（含税价）月国采购

20 万元（含税价）取增值税专发票进料加工方式进口料件 60 万元期留

抵税额产品征税率 17出口退税率 13假设期出口货物单证已收齐

期销货物销项税额30×1751 万元

期免抵退税免征抵扣税额 100×（1713）60×（1713）16 万元

期应纳税额51（20×1716） 033 万元

期免抵退税额100×1360×1352 万元

期留抵税额0期应退税额0期应免抵税额52 万元

（三）料加工方式生产企业出口退税规定 料加工业务出口退税实行征

退免税政策企业料件进口环节征收关税增值税等税费出口环节通相

关审批加工费收入免税出口环节予退税企业国购买料件包含进项税

予抵扣进口料件必须接受海关监料件加工完成办理核销手续

例 3：A 公司应国外客户 B 公司委托加工货物批收取加工费 20 万元材料 B

公司提供该批材料价值 230 万元料加工贸易方式海关办理相关手续外

国购进辅料 70 万元（含税价）取增值税专发票

A 公司该业务中进口环节出口环节收取加工费时免交项税费国

采购料件进项税额70×17119 万元根规定抵扣直接计入材料采购成

二具体筹划

（）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般贸易方式选择税务筹划 根免抵退办法规

定假设产品增值税征税率（17）出口退税率（t）情况期出口 YH 元

期国销售期留抵税额国采购 X1 元采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料件 X2 元

：

期应纳增值税额 T1期销货物销项税额（期进项税额期免抵退税免征

抵扣税额）期留抵税额0{X1×17[YH（17t）X2（17t）]}0（YHX2）（17t）

X1×17

述条件改 X2 采进料加工方式贸易进口采般贸易方式进口进

口关税 t′：

期应纳税额 T2期销货物销项税额+期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期进项税额

期免抵退税免征抵扣税额）期留抵税额0+（X2+X2× t′） ×17{（X1+X2+X2

× t′） ×17[YH（17t）]}0YH（17t）X1×17 T1T2（YHX2）（17t）X1×17

[YH（17t）X1×17]  X2（17t）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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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知需进口料件采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较般贸易方式减少缴纳增值税

X2（17t）应选择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外采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减少

缴纳进口环节关税支出产品增值税征税率出口退税率前提条件应

采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通举例验证

例 4：A 公司某月出口货物 700 万元月国采购 200 万元（含税价）取增值

税专发票需国外进口料件 400 万元月国销售期留抵税额产品征税率

 17出口退税率 13进口料件关税税率 5城市维护附加税税率 7教育费

附加费率 3假设期出口货物单证已全部收齐

方案：选择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

期免抵退免征抵扣税额700×（1713）400×（1713）12 万元

期应纳增值税0（200×1712）0  22 万元

期免抵退税额700×13400×1339 万元

期免抵退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期应退税额22 万元期免抵税额

17 万元（3922）

期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17×7119 万元

期应交教育费附加17×3051 万元

A 公司营利润700400200119051983 万元

方案二：选择般贸易方式进口

期免抵退免征抵扣税额700×（1713）28 万元

期应纳增值税0+400×（1+5）×17〔400×（1+5）+200×1728）〕06 万

元

期免抵退税额700×1391 万元

期免抵退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期应退税额6 万元期免抵税额

85（916）万元

期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85×7595 万元

期应交教育费附加85×3255 万元

期应交进口环节关税400×520 万元

A 公司营利润70040020059525520715 万元

通两方案较知选择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较般贸易方式进口应退增值税

 16 万元（226）营利润 268 万（983715）应选择方案

（二）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料加工贸易方式选择税务筹划 根进料加工贸易方式

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退税政策采取种贸易方式取决企业出口货物需

国采购材料少国采购材料时采料加工方式进行进项税抵扣企

业成增加应采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国采购料件少时产品征税率退

税率情况采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产生征退税差额增加成采料加工贸易方

式予征税避免部分成产生应采者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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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寻找两种贸易方式增值税退税成衡点方式作选择种贸易方式

设期出口额 YH 元国采购金额 X1 元国外进口料件 X2 元产品增值税

征税率 T出口退税率 t产品加工增值 G 元 GYHX1X2两种贸易方式增

值税退税成相时：

（YHX2）（Tt）  X1×T（G+X1）（Tt）X1×T

设产品加工增值 GN×X1

：（N×X1+ X1）（Tt）X1×T

产品加工增值国采购料件 N 倍时两种贸易方式出口退税成相产品

增值国采购料件 N 倍时选择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退税成较低产品增值

国采购料件 N 倍时选择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退税成较低

实际工作中考虑出口退税成外应考虑应交增值税增值税免抵额

基数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料件适

征退政策会产生附加税费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料件时产生应交增值

税增值税免抵额时会产生附加税费支出说两种贸易方式出口退税

成相条件附加税费素存会产生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税费总支出

料加工贸易方式情况

设 A 公司产品增值税征税率 17出口退税率 13通公式：（N×

X1+ X1）×（1713）X1×17

通计算：N325 A 公司产品增值国采购料件 325 倍时两种贸

易方式出口退税成相产品增值国采购料件 325 倍时选择料加工贸

易方式出口退税成较低产品增值国采购料件 325 倍时选择进料加工贸易

方式出口退税成较低通举例验证

例 5：A 公司国外客户生产批产品该批产品需国采购原材料 300 万元（含

税价）应进项税额 51 万元现两种贸易方式供选择：采进料加工贸易

方式先免税进口料件 1000 万元然出口产品销售价格 2300 万元二采料加工

贸易方式进口需料件收取加工费 1300 万元期国销售期留抵税额该批

产品增值税征税率 17出口退税率 13

资料知：NGX1（23001000300）300333>325应选择方案二

料加工贸易方式两方案分计算进行验证

方案：选择进料加工贸易方式

期免抵退免征抵扣税额2300×（1713）1000×（1713）52 万元

期应纳增值税0（5152）01 万元

期免抵退税额2300×131000×13169 万元

期留抵税额 0期应退税额0期免抵税额169 万元

期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169+1）×7119 万元

期应交教育费附加（169+1）×351 万元

A 公司营利润230030010005211951931 万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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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选择料加工贸易方料件进口产品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加工费收入

免征增值税出口产品耗国采购料件应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需计入企业成



A 公司营利润130030051949 万元

通两方案较知采方案二方案增加利润 18 元（949931）应

选择方案二

出口产品征退税率相时加工利润高采进料加工方式采料加工

方式企业利两种贸易方式出口环节免税料加工方式国采购

材料部分含进项税抵扣企业承担部分成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抵扣

办理退税企业更利

三研发环节税务筹划

1技术服务技术转税务筹划

2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税务筹划

3技术开发费税务筹划

4转商誉税务筹划

企业足税收优惠熟悉税法结合企业实际身进行税收筹划企业规避税务

风险达减轻税负效

A 公司 2014 年 3 月该公司染料产品家企业交换项尚未权威部门认

定非专利技术A 公司产品成 53 万元市场含税价 100 万元取技术转普通发

票 117 万元A 公司会计处理：：形资产 70 万元贷：库存商品 53 万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17 万元期申报增值税2014 年 7 月客户需求A 公司准备转

该项技术预计取收入 140 万元（含税）笔业务A 公司该缴税？

换出产品应视销售申报缴纳增值税企业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条规定国境销售货物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进口货物单位增值税纳税

应条例缴纳增值税企业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货物财产劳务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

者利润分配等途应视销售货物转财产者提供劳务国务院财政税务

部门规定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处置资产税处理问题通知（国税

函〔2008〕828 号）规定企业资产移送列情形资产权属已发生改变

属部处置资产应规定视销售确定收入：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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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广销售交际应酬职工奖励福利

股息分配外捐赠改变资产权属途 A 公司产品换技

术换出产品应作收入处理缴纳增值税缴纳企业税 A 公司作账

时已申报增值税尚未申报缴纳企业税少计产品视销售利润：100－53

＝47（万元）涉企业税 47×25＝1175（万元）应补充申报季度企业

税季度报表

营改增转技术应纳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铁路运输邮政业纳

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通知(财税〔2013〕106 号）附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实施办法第条规定国境提供交通运输业邮政业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单位

增值税纳税文件附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技术转服务进行解释：

技术转服务属现代服务业研发技术服务类指转专利者非专利技

术权者权业务活动公司转技术营改增范围应该缴纳增值税

技术转税收优惠

财税〔2013〕106 号附件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渡政策第条规定试点纳税

提供技术转技术开发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试点纳税

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开发书面合试点纳税省级科技部

门进行认定持关书面合科技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国家税务局备

查

企业税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符合条件技术转免征减征企业

税企业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条规定符合条件技术转免征减征企业

税指纳税年度居民企业技术转超 500 万元部分免征企业

税超 500 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企业税根国家税务总局关技术转减

免企业税关问题通知（国税函〔2009〕212 号）规定享受减免企业税优惠

技术转应符合条件：

享受优惠技术转体企业税法规定居民企业技术转属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规定范围 境技术转省级科技部门认定 境外转

技术省级商务部门认定 国务院税务部门规定条件 A 公

司公司转非专利技术未权威部门认定技术转业务符合免征增值税

企业税条件享受税收优惠

技术转应确认收入：1400000÷(1＋6)＝132075472（元）应缴增值税：132075472

×6＝7924528（元）技术转成 117 万元转技术：收入 132075472－成

 1170000＝15075472（元）应缴企业税：15075472×25＝3768868（元）应缴

增值税企业税合计 7924528＋3768868＝11693396（元） 果 A 公司

转前进行合理税收筹划政策求持转技术合省级科技部门

办理技术认定持关认定文件税务机关备案享受免征技术转业务增值

税企业税优惠样企业带 11693396 元节税效应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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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理环节税务筹划

1存货发出计价税务筹划

（）存货计价方法 企业时间点购入存货价格批

期间制造存货制造成求耗销售存货定方法进行计

价根税法财务会计法规规定种存货发出时企业根实际情况选择先进

先出法加权均法移动均法计价法进先出法毛利率法等方法确定实际

成

1．先进先出法 先进先出法先收入存货先发出假定前提种假

定存货流转次序发出存货进行计价采种计价方法求分清收入批存货数量

单位成时根领数量计算发出结存存货成先进先出法优点期末存货

成接市价较恰表现资产负债表存货价值核算工作量较

2．加权均法 加权均法称全月次加权均法期初存货数量期

收入存货数量权数计算存货均单位成发出存货进行计价计算公式：

加权均单价＝（期初结存存货实际成＋月收入存货实际成）／（期初结存存货数量

＋月收入存货数量） 期发出存货实际成＝期发出存货数量×加权均单价

采种计价方法优点计算简便合理发出存货计价月末进行

期末存货均单位成计价必然导致物价涨（跌）时低估（高估）期末存货

价值

3．移动均法 移动均法称移动加权均法批收货数量收货前

结存数量权数计算均单价发出存货计价计算公式： 移动均单价

＝（前结存存货实际成＋次收入存货实际成）／（前结存存货数量＋次收入存

货数量） 发出存货实际成＝发出存货数量×移动均单价 移动均法优点

成计算较合理时计算发出存货成工作量较

4．计价法 计价法称认定法具体辨认法指次发出批

次存货时成收入该批次存货成分加认定计价采种方法求收

入批次存货分详细记录分编号保优点成流转实物流转相致

时计算发出存货价值便确定批存货盈亏缺点工作量较容易理员

观操

5．进先出法 进先出法收入存货先发出假定前提种假

定存货流动次序发出存货进行计价采种方法优点发出存货计价较接市

价成收入配趋合理较客观反映期间实现利润核算工作量较

6．毛利率法 毛利率法季度实际毛利率季度计划毛利率匡算期发

出存货成方法般适商品流通企业商品销售成计算采种方法求

季度月必须根存货实际盘存量控计价方法调整季度商品销售成

库存商品成符合实际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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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价方法税收影响 存货发出成般通影响企业营业成影响

企业应税收益进影响收益计税税耗储存存货成着存货

耗转入生产成着生产产品销售转化销售成销售储存存货

该存货销售时直接转化销售成 计价方法计算确定存

货发出单位成存货发出成企业应税收益计算必然产生影响

企业进行存货计价税收筹划提供

现举例说明： 某商品流通企业 12 月份销售甲商品 5000 件销售收入 500 万

元（含增值税价）月发生营甲商品关营业费（含营业税金） 50 万元

该企业适税税率 25％求计算较计价方法企业税负

述例子出结前提条件物价持续涨

物价持续涨情况采进先出法计算确定销售成较接前成

够较期销售收入相配计算出应税收益较低

采先进先出法计算确定销售成较早期价格前收入配程度较差

会形成虚夸应税收益

采加权均法移动均法计算确定销售成然均单价采移动均法

购进价格较高存货参发出存货均价格计算应税收益加权

均法高应纳税加权均法果企业处市场环境物价跌出

结刚相反

进行存货发出计价税收筹划时仅考虑企业处市场环境必须注意：

（1）企业税税率述例子中假定该企业适税税率例税率

果企业适超额累进税率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考虑收益增加引起适税率位移

（2）税优惠政策减免税优惠角度选择计价方法应注意量减免税期间存

货发出成降低限度优惠税率角度果企业应税收益处适档次优

惠税率处适优惠税率般税率界点时选择计价方法应考虑否企业应税

收益控制优惠税率范围

（3）企业亏损弥补情况 选择计价方法应考虑该年度亏损否年度税

前收益弥补果应选择年度亏损降低计价方法

2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税务筹划

1 理 新企业税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固定资产技术进步等原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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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需加速折旧缩短折旧年限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企业税实施条例第六十

条规定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低年限：（1）

房屋建筑物 20 年（2）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生产设备 10 年（3）

生产营活动关器具工具家具等 5 年（4）飞机火车轮船外运输工

具 4 年（5）电子设备 3 年企业税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规定企业税法第

三十二条称采取缩短折旧年限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固定资产包括：（1）

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固定资产（2）常年处强震动高腐蚀状态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低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 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

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者年数总法

固定资产折旧方案较分析 国种税种筹划会计处理方法选择着密切

联系尤税进行筹划时受影响明显纳税筹划途径种缩税

基采低税率延期纳税税收优惠等中会计处理方法选择相关纳税筹划

缩税基延期纳税

面通实例分析固定资产折旧处理方法选择讨企业筹划纳税期取

节税效益

某企业企业逐年盈利未享受企业税优惠政策企业税税率 252008

年拟购进批技术先进产品更新换代较快专器具该批固定资产原值 500 万元预计

净残值 20 万元预计寿命 5 年税法规定低年限相根税法规定该批固

定资产折旧方面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假定复利利率 10计算第 1 年第 5 年现值

系数分：0909 0826 0751 0683 0621该批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年计提

折旧额现值计算表 1：

表 1 固定资产折旧方案折旧额现值较表

折旧方法 年折旧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合计

折旧额 96 96 96 96 96

480 均年限法 现 值 87264 79296 72096 65568 59616 36384 折旧额 160 160 160

0

0 480 缩短折旧年限 现 值 14544 13216 12016 0 0 39776 折旧额 200 120 72 44

44

480 双倍余额递减 现 值 1818 9912 54072 30052 27324 392368 折旧额 160 128 96

64 32

480 年数总法 现 值 14544 105728 72096 43712 19872 386848 年现值系数

0909 0826 0751 0683 0621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年计提折旧额现值进行分析较：

方案 采取通常折旧方法企业考虑税收优惠通常折旧方法计提折旧均年限

法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应提折旧额均衡分摊固定资产预计寿命固定资产

预计年限 5 年年折旧额(50020)÷596 万元累计折旧现值合计 96×0909＋96

×0826＋96×0751＋96×0683＋96×062136384 万元折旧税前扣相应抵税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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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84×259096 万元

方案二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企业选择低折旧年限固定资产预计年限 60

该项固定资产低折旧年限 5×603 年均年限法分析年折旧额(50020)÷

3160 万元累计折旧现值合计 160×0909＋160×0826＋160×075139776 万元折

旧税前扣相应抵税 39776×259944 万元

方案三 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考虑固定资产预计残值情况根期期初固定资

产原价减累计折旧金额双倍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第 1 年折旧额

500×2÷5200 万元第 2 年折旧额(500200)×2÷5120 万元第 3 年折旧额

(500200120)×2÷572 万元第 4 年第 5 年折旧额(5002001207220)×244 万元

累计折旧现值合计 200×0909＋120×0826＋72×0751＋44×0683＋44×0621392368

万元折旧税前扣相应抵税 392368×2598092 万元

方案四 采取年数总法固定资产原值减预计残值余额固定资产

寿命分子预计寿命数字分母逐年递减分数计算年折旧额

第 1 年折旧额（50020）×5÷15160 万元第 2 年折旧额(50020)×4÷15128 万元

第 3 年折旧额(50020)×3÷1596 万元第 4 年折旧额(50020)×2÷1564 万元第 5

年折旧额(50020)×1÷1532 万元累计折旧现值合计 160×0909＋128×0826＋96×

0751＋64×0683＋32×0621386848 万元折旧税前扣相应抵税 386848×

2596712 万元

通述 4 种方案较分析采取缩短折旧年限者加速折旧方法固定资产预计

寿命前期计提折旧较货币时间价值效应较采取通常折旧方法抵税效应明显

述 4 种方案中方案采取通常折旧方法抵税少方案二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抵税

   采 取 双 倍 余 额 递 减 法 次   采 取 双 倍 余 额 递 减 法 较 正 常 折 旧 方 法  抵 税

9809290967132万元采取方案四年数总法较正常折旧方法抵税9671290965752

万元

例中果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选低折旧年限固定资产寿命 80

折旧年限 5×804 年计算累计折旧现值合计 38028 万元折旧税前扣相应

抵税 38028×259507 万元较通常折旧方法抵税 95079096411 万元四种方案

中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效果

例分析果该项固定资产预计残值 50 万元预计寿命 5 年年复利利率 10

计算采取正常折旧方法税前扣额 3411 万元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税前扣额

3729 万元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税前扣额 372808 万元采取年数总法税前扣额

 36267 万元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税前扣额相应抵税果

该项固定资产预计残值 25 万元预计寿命 5 年年复利利率 10计算采取正常折

旧方法税前扣额 36095 万元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税前扣额 393615 万元采

取双倍余额递减法税前扣额 389108 万元采取年数总法税前扣额 382818 万元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税前扣额相应抵税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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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新会计制度税法固定资产预计年限预计净残值没做出具体规

定求企业根固定资产性质消耗方式合理确定固定资产预计年限预计

净残值合理样企业便根身具体情况选择企业利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企业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达节税企业理财目般情况

企业创办初期享减免税优惠遇时企业通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提

折旧递延减免税期满计入成获节税处般性企业处正常生

产营期未享税收优惠遇企业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加速固定资

产成回收企业期成费前移前期利润移获延期纳税处 

实际工作中企业设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税法规定低折旧定相企

业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会计核算计提折旧税法规定致进行纳税调整

选择合理效折旧方法

总企业未享受企业税优惠期间购置固定资产符合税法规定采取缩短折

旧年限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条件应法合理进行较筹划中选择种效方法

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取节税税收利益

3设备租赁税务筹划

4加工方式税务筹划

企业生产营程中生产技术生产力限制需部分零部件委托

企业加工加工方式销加工料加工两种区：销加工原料

产品均作价双方属购销行料加工原料产品均作价受托方仅收取加工费

选择加工方式毛利税负相税务筹划应两方面考虑：

获取收益额产品销售额减原材料成差额料加工加工费收入税

费相情况种方式收益选择种加工方式

二考虑税收负担果销加工时接受原料时取增值税专发票规定税率

抵扣进项税额计算应纳税额料加工计算应纳税额时选择销加工方式

反应选择料加工方式

例：A 企业（般纳税）接受 B 企业（规模纳税）委托 B 企业加工铸钢件 500

A 企业采取销加工方式采取料加工方式果采销加工生产

B 企业收回铸钢件价格 210 元（含税）关税费 A 企业负担加工时提供熟

铁 50 吨吨作价 1 250 元 B 企业增值税规模纳税提供税务

 3征收率代开增值税专发票果采取料加工方式铸钢件加工费收入

 82 元加工费计 41 000 元加工时电费燃料等抵扣进项税额 1 600 元

作 A 企业应进行税务筹划选择较合理加工方式？

（1）A 企业采取销加工方式 应纳税额500×210×1750×1 250×31 60014 375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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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额500×21050×1 25014 37528 125

（2）A 企业采取料加工方式 应纳增值税额82×500×1716005370 元 收益额

410005 37535 630 元 通较采料加工方式销加工方式获收益 7 505

元（35 63028 1257 505）应纳增值税额减少 9 005 元（14 3755 370）见笔业务

 A 企业言现条件采取料加工销加工更合算

（3）B 企业采取销加工方式 应纳增值税50×1 250×31 875 收回

成500×210×（1+17）122 850

（4）B 企业采取委托加工方式 应纳增值税0 收回成50×1 250+4100

×（1+17110 470

通 B 企业收回成品成应纳增值税额计算较判断出 B 企业选择委托加

工方工较合算该产品加工方式较销加工收回成降低 12 380 元应

纳增值税税额减少 1 875 元

五营销环节税务筹划

1纳税身份选择税务筹划

中华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 规模纳税销售货物者应税劳务实行

销售额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简易办法抵扣进项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规模纳税标准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规定

中华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第二十八条 条例第十条称规模纳

税标准：

（）事货物生产者提供应税劳务纳税事货物生产者提供应税劳务

兼营货物批发者零售纳税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简称应税销售额）

50 万元（含数）

（二）条第款第（）项规定外纳税年应税销售额 80 万元

条第款称事货物生产者提供应税劳务指纳税年货物生产者提供

应税劳务销售额占年应税销售额重 50

第二十九条 年应税销售额超规模纳税标准规模纳税纳税非企业

性单位常发生应税行企业选择规模纳税纳税

第三十条 规模纳税销售额包括应纳税额

规模纳税销售货物者应税劳务采销售额应纳税额合定价方法列公式计

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增值税纳税分般纳税规模纳税般纳税实行税款抵扣制购

进货物进项税额销售货物销项税额相抵减应纳税额占销售收入例般

较低规模纳税实行税款抵扣制应销售额规定征收率(2009 年起统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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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计算应纳税额作中企业说利纳税身份进行相应筹划

达减少税款目

中企业选择纳税身份呢判方法：增值率判法抵扣进项

占销售额重判法含税进货金额占含税销售额重判法等三种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般纳税规模纳税差遇增值税纳税

税收筹划提供纳税根具体情况设立变更时正确选择增值税

纳税身份企业选择种类纳税利呢？判方法种

（）差衡点增值率判法

1差衡点增值率般介绍

两类增值税纳税计税原理般纳税增值税计算增值额计税基础

规模纳税增值税计算全部含税收入计税基础销售价格相情况税负

高低取决增值率般说增值率高企业适宜作规模纳税反

适宜作般纳税增值率达某数值时两类纳税税负相数值称

差衡点增值率计算公式：

进项税额＝销售额×（1－增值率）×增值税税率

增值率＝（销售额－抵扣购进项目金额）÷销售额

增值率＝（销项税额－进项税额）÷销项税额

假设般纳税销售货物购进货物增值税税率均 17增值税转型改革规

模纳税征收率 3（）

：般纳税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销售额×17－销售额×17×（1－增值率）＝销售额×17×增值率

规模纳税应纳税额＝销售额×3

两者税负相等时增值率差衡点增值率：

销售额×17×增值率销售额×3

增值率＝3÷171765

（注：销售额购进项目金额均含税金额）

计算分析增值率 1765时两者税负相增值率低 1765时

规模纳税税负重般纳税适宜选择作般纳税增值率高 1765时

般纳税税负重规模纳税适宜选择作规模纳税

（二）差衡点抵扣率判法

税收实务中般纳税税负高低取决抵扣进项税额少通常情况

抵扣进项税额较适宜作般纳税反适宜作规模纳税抵扣额占销

售额重达某数值时两种纳税税负相等称差衡点抵扣率计算公式

：

进项税额＝抵扣购进项目金额×增值税税率

增值率＝（销售额－抵扣购进项目金额）÷销售额

＝1－抵扣购进项目金额÷销售额

＝1－抵扣率

：般纳税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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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增值税税率－销售额×增值税税率×（1－增值率）＝销售额×增值税税率

×增值率＝销售额×增值税税率×（1－抵扣率）

规模纳税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两者税负相等时抵扣率差衡点抵扣率

销售额×增值税税率×（1－抵扣率）＝销售额×征收率

抵扣率＝1－征收率÷增值税税率1－3÷17＝8235

（注：销售额购进项目金额均含税金额）

说抵扣率 8235时两种纳税税负完全相抵扣率高 8235时

般纳税税负轻规模纳税适宜选择作般纳税抵扣率低 8235时

般纳税税负重规模纳税适宜选择作规模纳税 理般纳税税率

 13％规模税率 3％纳税衡点 76．92％

类型企业差衡点增值率差衡点抵扣率数值

般纳税 规模纳税 差衡点 差衡点

增值率 抵扣率

17 3 1765 8235

13 3 2308 7692

述知企业销售普通产品时产品增值率 1765作

般纳税作规模纳税应纳增值税额相增值率 1765

规模纳税税负低般纳税反般纳税税负较低

企业销售粮食食植物油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液化气天然气沼

气图书报纸杂志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农产品等（简称特殊产品）

时产品增值率 2308作般纳税作规模纳税应纳

增值税额相增值率 2308规模纳税税负低般纳税

反般纳税税负较轻规模纳税税率降低差衡点增值率

降规模纳税产品增值率旦高衡点增值率越相般纳税

言税收方面享受节税利益越方面体现税收政策规模

纳税优惠支持

时企业营普通产品增值税抵扣率 8235作般纳税

作规模纳税应纳增值税额相期抵扣率低 8235规

模纳税税负低般纳税期抵扣率高 8235规模纳税税负

高般纳税

理计算营特殊产品企业差衡点抵扣率 7692相应含义

作赘述便意味着抵扣率角度般纳税想获更节税利益

需提高身抵扣率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中固定资产购进时享进项税额

抵扣政策便提高企业抵扣率提供条效途径鼓励企业进行基础设施构建

等投资活动

般纳税规模纳税选择企业应综合考虑身营特点针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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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增值率购进资产抵扣税额数量等情况遵循法律规定前提

营业务进行适合分立选择相应纳税身份

（三）含税购货金额占含税销售额重判法

纳税提供资料含税销售额含税购进金额根前述计算公式求差

衡点抵扣率假设 Y 含增值税销售额X 含增值税购货金额（两额均期）

式成立Y（1+17）×17－X（1+17）×17＝Y（1+3）×3

解衡点：X＝7995Y

企业含税购货额期含税销售额 7995时两种纳税税负完全相

企业含税购货额期含税销售额 7995时般纳税税负轻规模纳税

企业含税购货额期含税销售额 7995时般纳税税负重规模纳税

（四）实例分析

某生产性企业2009 年应纳增值税销售额 98 万元会计核算制度较健全符合作

般纳税条件适 17增值税税率该企业准予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较

少占销项税额 35税务机关进行纳税身份审核时涉该企业核算

问题

求解答：该企业应样进行纳税身份增值税筹划

1采差衡点增值率判法

假设例中销售额购进项目金额均含税金额

增值率＝（销项税额－进项税额）÷销项税额＝（销售额×17－购进项目价款×17）

÷（销售额×17）＝（98×17－98×17×35）÷（98×17）×100＝65

差衡点增值率知企业增值率 65＞差衡点增值率 1765该

企业作般纳税税负重规模纳税企业适宜作规模纳税

2采差衡点抵扣率判法

样假设例中销售额购进项目金额均含税金额

该企业抵扣购进项目金额 98×35＝343 万元销售额 98 万元购进项

目金额占销售额重 343 万元÷98 万元×100＝35

差衡点抵扣率知该企业抵扣率 35＜差衡点抵扣率 8235

般纳税税负重规模纳税企业适宜作规模纳税

3采含税销售额含税购货额较法

例中假设该厂年销售额 98 万元含增值税销售额购进价款 343 万元（98×35）

含增值税价款含税购货额 343 万元期含税销售额 98 万元 343 万元÷

98 万元×100＝35＜7995

企业含税购货额期含税销售额 7995时般纳税税负重规模纳税

企业适宜作规模纳税

分析说明该企业作规模纳税优般纳税结通

方法进行判断：

采规模纳税方法计算增值税

该企业总厂分设两分厂作独立核算单位分二两单位年应税销

售额分 49 万元 49 万元符合规模纳税条件适 3征收率种情况

该纳税应纳增值税额：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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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增值税＝49×3＋49×3＝294（万元）

二采般纳税方法计算增值税

设立分厂总厂独立核算单位年应税销售额 98 万元会计核算制度

较健全符合作般纳税条件适 17增值税税率进项税额占销项税额 35

种情况应纳增值税额：

应纳增值税＝98×17－98×17×35＝10829（万元）

显然该企业单位核算作规模纳税较般纳税减轻税负 7889（10829

－294）万元筹划达节税目该企业决定设两分厂进行独立

核算

（五）需注意问题

需指出述选择纯粹纳税税收负担轻重角度出发没考虑某实际

情况选择纳税身份时必须应该考虑素：

1纳税均采述方法选择身份

中华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年应税销售额超规模纳税

标准规模纳税纳税非企业性单位常发生应税行企业选择

规模纳税纳税说明销售额购进额情况达般纳税规

模必须规模纳税处理

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加强增值税专发票理关问题通知（国税发

[2005]150 号）通知规定：税务机关规模纳税进行全面清查年应税销售额超

规模纳税标准税务机关应规定认定般纳税资格符合般纳税条

件申请办理般纳税认定手续纳税应销售额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专发票违反规定超规模纳税标准认

定般纳税追究办审批责

规定已达般纳税规模申请办理般纳税认定手续规模纳

税说较严厉纳税完全税负选择身份时候

2企业产品性质客户类型

企业产品性质客户求决定着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空间果企业产品销

售象般纳税决定着企业受开具增值税专发票制约必须选择做般纳税

利产品销售果企业生产营产品固定资产客户规模纳税

受发票类型限制筹划空间较

3纳税身份转化成

述判定企业筹划成立初期旦纳税已认定身份转换身份

件特容易事情必须考虑素：

（1）法律制约

法律身份间转换会受影响规模纳税转换成般纳税

相言允许恶意隐瞒般纳税转化成规模纳税

受限制中华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外纳税认定般纳税转规模纳税

（2）成收益较

假设某增值税纳税销售货物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进口货物业务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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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00 单位民币该项业务成利润率 X规模纳税转换般纳税

增加成 Y作般纳税时现金流出量 F（1）应纳增值税税额规模纳

税转换般纳税增加成 Y ： F（1）＝（100＋100X）×17－100

×17＋Y＝17X＋Y

外作规模纳税现金流出量 F（2）应纳增值税额减减少企业

税额：F（2）＝（100＋100X）×3－（100＋100X）×3×25（中微利企业 20

税率征收税）＝225＋225X  F（1）＞F（2）时 17X＋Y＞225＋225X

X＞（225－Y）1475

 Y 规模纳税转换般纳税增加成某特定时期具明确数

额确定 X 范围决定什情况宜成般纳税什情况宜成

规模纳税 F（1）＞F（2）时宜努力成规模纳税减少企业现金流出

量方面 F（1）＜F（2）时选择作般纳税利降低企业现金流

出量

2销售方式税务筹划

3设立销售公司关联定价税务筹划

销售活动中企业达促销目采种促销方式企业选择权

促销方式企业获取销售额会相关税负差异企业

促销方式选择进行纳税筹划提供纳税根企业实际情况利税法提

供节税空间选适方式进行纳税筹划实现企业济效益化

（）折扣销售方式

相关规定：折扣销售会计称商业折扣指销货方销售货物应税劳务时购货方购

货数量较等原予购货方价格优惠实现销售时发生税法规定

果销售额折扣额张发票分注明折扣销售额计征增值税折扣额开

发票财务处理均销售额中减折扣额需全额计征增值税折

扣销售仅限货物价格折扣果销售者产委托加工购买货物实物折扣

该实物款额销售货物额中减该实物应增值税条例视销售货物中

偿赠送计算征收增值税

筹划思路：折扣销售应量销售额折扣额张发票分注明折

扣销售额计征增值税

[案例分析]甲企业促销规定购买产品 100 万元予价格折扣 20请

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企业未销售额折扣额张发票分注明折扣额开发票时

企业应纳增值税应销售额全额计征应纳增值税100×1717（万元）

方案二：企业销售额折扣额张发票分注明

时企业应纳增值税应扣折扣余额计征应纳增值税100×（120）×

17136（万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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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方案二方案少缴增值税 1713634（万元）

（二）销售折扣方式

相关规定：销售折扣会计称现金折扣指销货方销售货物应税劳务鼓励购

货方早偿货款协议许诺予购货方种折扣优销售折扣通常采210120

N30等符号表示含义：购货方 10 天付款货款折扣 2 20 天付款

货款折扣 1 30 天付款需全额付款销售折扣发生销货种融

资性质理财费销售折扣销售额中减需全额计征增值税

筹划思路：销售折扣销售额中减种折扣方式疑加重企业税收负

担修改合规定变销售折扣折扣销售产生节税效果

[案例分析]甲企业购买方签订销售合金额 100 万元 （含税）合中约定付

款期 30 天方 10 天付款予方 20销售折扣方 30 天付款

予折扣请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采取销售折扣方式时折扣额销售额中扣企业应 100 万元全

额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样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0×1717（万元）

方案二：变销售折扣折扣销售企业动压低该批货物价格合金额降

低 80 万元相予方 20折扣金额时合中约定购货方超 10

天付款加收 234 万元滞纳金种情况企业收入没受实质影响

果方 10 天付款企业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0×（120）×17136（万

元）方案少缴增值税 1713634（万元）

果方没 10 天付款企业方收取 234 元滞纳金全部价款价外

费 100 万元计算销项增值税时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0+234÷（1+17）]

×17100×1717（万元）时方案税负样

存滞纳金般情况购货方会选择 10 天付款说

数情况方案二方案少缴增值税 1713634（万元）方案二

优方案

（三）销售折方式

相关规定：销售折指货物销售质量性规格等原购货方未予退货

销货方需予购货方种价格优惠企业扩销售解购货方顾忧促

销手段根税法规定销售折货物应税劳务销售额中扣余额

计缴增值税需购货方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发票申请单销贷

方开具红字发票

筹划思路：销售折货物应税劳务销售额中扣余额计缴增值税

前提条件：需购货方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发票申请单

双方签订购销合时应注明：允许销售折退回条件购货方税务机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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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发票申请单

[案例分析]甲企业促销规定货物销售果出现质量性规格等问题购货方

选择退货销货方予购货方定价格优惠（销售折）假设月出现 100

万元产品出现质量性规格等问题协商购货方退货甲企业予购货方

20价格折请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购销合中未规定销售折退回条件购货方税务机关填报开

具红字增值税专发票申请单

假设半货物购货方未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发票申请单

购销合中没限制性条件时销货方予全部产品 20价格折

销售额扣半产品价格 20余额计征增值税应交增值税[50×

（120）+50×17153（万元）

方案二：购销合中规定允许销售折退回条件购货方税务机关填报开

具红字增值税专发票申请单

假设获取销售折购货方提供全部货物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发票

申请单

应交增值税100×（120）×17136（万元） 见方案二方

案节税 15313617（万元）

（四）销售方式

相关规定：销售指纳税销售货物定期限销售方次分次退购

货方全部部分价款销售方式种方式实际筹集资金货物换取资金价

值期付息方法税法规定销售额货物销售价格销售额中减

支出

筹划思路：销售销售额货物销售价格销售额中减支出

种情况销售销售额较高税负较高考虑变换

形式销售分解两业务正常价格销售货物二销货方购货方

款样少交增值税

[案例分析]甲企业销售方式销售购货方货物价格 300 万（含税）规定五年

年 60 万元该货物市场价格 100 万（含税）请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采销售方式

销售销售额货物销售价格销售额中减支出应交增

值税300÷（1+17）×174359（万元）

方案二：甲企业市场价格销售购货方货物价格 100 万（含税）时购货方款

200 万元利息率 10规定五年年付息 200÷5+200×1060（万元）息

合计 60×5300（万元）时应交增值税100÷（1+17）×171453（万元）

见方案二方案节税 435914532906（万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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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货赠送满送方式

货赠送满送指商业企业常采种促销行：销售货物

时赠送货物种赠送出利润动机正常交易属捆绑销售降价销售

法律意义偿赠送指出感情原作出私慷慨行赠送赠送

受赠财产转移出利润动机正常交易关加强企业外捐赠财务理

通知（财企[2003]95 号）偿赠送定义外捐赠指企业愿偿权处

分合法财产赠送合法受赠生产营活动没直接关系公益事业行

货赠送偿赠送相存两点质差异：

第偿赠送应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规定：单位体营者产

委托加工购买货物偿赠送行视销售货物销售货物赠送货物行

属偿赠送应属附条件义务偿赠送类似成套捆绑降价销售

没货物赠品包装起分开包装时会允许消费者选择等值赠品

应行界定销售前实物折扣适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述规定

作视销售处理赠品次征税赠送赠品价值应作销售成组成

部分税前扣

第二赠送财产质量根合法规定赠送财产瑕疵赠送

承担责受赠受赠商品质量问题完全赔偿销售货物时赠送货物

赠品果出现质量问题根合法规定受损害方根标性质损失

合理选择求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者报酬等违约责

赠送应承担完全责消费者够完全赔偿

实际工作中应注意货赠送销售形式通常应符合定形式件：

第公司部销售协议作开展活动时明确活动起止时间

第二发票注明赠送物品名称赠品价值商业秘密角度出发注明

第三结转销售成时必须步结转货物货物价值数量保持

致

总企业采什营销策略目扩销售增加利润赚取利润质

会改变销售策略发生变化货赠送偿捐赠属偿捐赠

（六）案例分析

例：（净收益分析）某型商场增值税般纳税企业税实行查账征

收方式假定销售 100 元商品均商品成 60 元年末商场决定开展促销活动

拟定满 100 送 20销售 100 元商品送出 20 元优惠具体方案种选择：

1顾客购物满 100 元商场送 8 折商业折扣优惠

2顾客购物满 100 元商场赠送折扣券 20 元（兑换现金次购物代币结算）

3顾客购物满 100 元商场行赠送价值 20 元礼品

4顾客购物满 100 元商场返现金礼20 元

5顾客购物满 100 元商场送加量顾客选购价值 20 元商品实行捆绑式销售

总价格变

分析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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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假定商场单笔销售 100 元商品方案逐分析税收负担税净利

情况（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

方案：满送折扣方案企业销售 100 元商品收取 80 元需销售票

注明折扣额销售收入折扣金额计算假设商品增值税率 17企业税税率

 25：应纳增值税（80÷117）×17－（60÷117）×17291（元）销售毛利

润80÷117－60÷1171709（元）应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含方附加部分

）1709×（7＋3）＝171（元）应纳企业税（1709—171）×25385（元）

税净收益1709－3851324（元）

方案二：满送赠券方案企业销售 100 元商品收取 100 元赠送折扣券 20

元顾客相获次购物折扣期权商场笔业务应纳税相关获利情况：

应纳增值税（100÷117）×17－（60÷117）×17581（元）

应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581×（7＋3）＝058（元）

销售毛利润100÷117－60÷1173419（元）

应缴企业税＝（3419－058）×25＝84（元）

税净收益3419－842579（元）

顾客次折扣券时商场会出现方案计算纳税获利情况方

案相方案二仅方案流入资金增量部分时间价值已说延期

折扣

方案三：满送礼品方案企业赠送礼品行偿赠送行应视销售

行应计算销项税额（实礼品销项税额隐含企业销售满 100 元商品销项税额

中没剥离出已礼品进项税额应允许申报抵扣赠送礼品时

应该单独次计算销项税额）根国税函[2008]828 号规定计算企业税

礼品外购销售收入成采购成 12 元相关计算：

应纳增值税（100÷117）×17－（60÷117）×1712÷117×17407（元）

应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407×（7＋3）＝041（元）

税法规定单位部门关员发放现金实物等应规定代扣代缴

税税款支付单位代扣代缴保证利顾客 20 元商场赠送价值 20 元商品应含

税额该税应商场承担赠送该商品时商场需代顾客偶然缴纳

税额：20÷（120％）×20％＝5（元）

销售毛利润100÷117－60÷117－12÷1172393（元）

应纳企业税（2393041）×25588（元）

税净收益2393－84551048（元）

方案四：满送现金商场返现金行属商业折扣方案相定率折扣

定额折扣区相关计算

种情况赠送现金缴纳税

应交增值税（100÷117）×17－（60÷117）×17581（元）

应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581×（7＋3）＝058（元）

应交税20÷（1＋20％）×20％＝33（元）

销售毛利润100÷117－60÷1173419（元）

应纳企业税（3419058）×25840（元）

企业利润100÷117－60÷11720331089（元）

税净收益1089－840249（元）

方案五：满送加量方案商场购物满 100 元商品实行加量加价优惠

商场收取销售收入没变化实行捆绑式销售避免偿赠送嫌加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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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部分成正常列支相关计算：

应纳增值税（100÷117）×17－（60÷117）×17－（12÷117）×17407（元）

应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407×（7×3）＝041（元

销售毛利润100÷117－60÷117－12÷1172393（元）

应纳企业税（2393041）×25588（元）

税净收益2393－5881805（元）

方案 税净收益1709－3851324（元）

方案二税净收益3419－842579（元）

方案三 税净收益2393－845331218（元）

方案四 税净收益1089－840249（元）

方案五 税净收益2393－5881805（元）

综述净收益分析商场满送佳方案赠送折扣券促销方式

次满送加量——加量加价方式

例二：（做练作业税负率分析）某超市增值税般纳税企业税

实行查账征收方式超市决定店庆时开展促销活动拟定满 98 送 18销售 98 元

商品送出 18 元优惠相应折扣假定 98 元商品进价 58 元具体方案

种：

1顾客购物满 98 元超市予 8 折商业折扣优惠

2顾客购物满 98 元超市赠送折扣券 18 元（兑换现金次购物代币结算）

3顾客购物满 98 元超市行赠送价值 18 元礼品

4顾客购物满 98 元超市返现金 18 元

5顾客购物满 98 元超市送加量顾客选购价值 18 元商品实行捆绑式销售

总价格变

现假定超市单笔销售 98 元商品方案逐分析税负情况

方案 1 税负分析

方案顾客购买 98 元商品超市收取 784 元销售票注明折扣额销售收

入折扣金额计算 98 元商品进价 58 元（含税 4957 元）应缴增值

税＝784÷117×17－58÷117×17＝296（元）应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含方

附加部分）296×7＋296×3＝03（元）销售毛利润＝784÷117－58÷117

＝1744（元）应缴企业税＝（1744－03）×25＝429（元）应缴税款＝296＋

03＋429＝755（元）税收负担率＝755÷（784÷117）×100＝1127

会计分录

：银行存款（现金）

784

营业务收入——销售折扣 196

贷：营业务收入 866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139

结转成

：营业务成 4957

贷：库存商品 4957

计提税金

：营业务税金附加

03

税 429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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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021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009

应交税费——应交企业税 429

方案 2 税负分析

方案顾客购买 98 元商品超市收取 98 元赠送 18 元折扣券笔业务应纳

税情况：应缴增值税＝98÷117×17－58÷117×17＝581（元）应缴城建税教育

费附加＝581×7＋581×3058（元）销售毛利润＝98÷117－58÷117＝3419（元）

应缴企业税＝（3419－058）×25＝84（元）应缴税款＝581＋058＋84＝1479

（元）税收负担率＝1479÷（98÷117）×100＝1766

会计处理

：银行存款（现金）

98

贷：营业务收入 837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424

结转成

：营业务成 4957

贷：库存商品 4957

计提税金：

：营业务税金附加

058

税 84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041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017

应交税费——应交企业税 84

顾客次折扣券时超市方案 1 计算税负方案 2 方案 1 流入资金增量

部分时间价值

方案 3 税负分析

方案中企业赠送礼品偿赠送行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视销售货物

行赠送礼品成 12 元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礼品 18 元销项税额包含 98 元商品

销项税额中计算增值税时必单独计算礼品销项税额相关计算：应缴增值税＝

98÷117×17－（58＋12）÷117×17＝407（元）应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407×

7＋407×3＝041（元）税法规定单位部门关员发放现金实物等应

规定代扣代缴税税款支付单位代扣代缴保证利顾客 18 元超市赠送

价值 18 元商品含税额该税应超市承担超市需代顾客缴纳偶然

税＝18÷（1＋20）×20＝3（元）销售毛利润＝98÷117－（58＋12）

÷117＝2393（元）应缴企业税＝（2393－041）×25＝588（元）应缴税款＝

407＋041＋588＋3＝1336（元）税收负担率＝1336÷（98÷117）×100＝1595

会计处理

：银行存款（现金）98

贷：营业务收入 837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424

结转成

营业务成＝（58＋12）÷117＝5983（元）

：营业务成 5983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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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库存商品 5983

计提税金

：营业务税金附加

041

税 84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029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012

应交税费——应交企业税 84

应交税费——应交税 3

方案 4 税负分析

超市购物返现金属商业折扣行种情况赠送现金缴纳

税应纳税情况：应缴增值税＝98÷117×17－58÷117×17＝581（元）应缴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581×7＋581×3＝058（元）应缴税＝18÷（1＋20％）

×20％＝3（元）销售毛利润＝98÷117－58÷117－18＝1619（元）应缴企业税

＝（1619－058）×25＝39（元）应缴税款＝581＋058＋3＋39＝1329（元）税收

负担率＝1329÷（98÷117）×100＝1587

会计分录

：银行存款（现金）98

贷：营业务收入 837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424

：销售费 18

贷：现金 18

结转成

：营业务成 4957

贷： 库存商品 4957

计提税金

：营业务税金附加

058

税 39

营业外支出 3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041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017

应交税费——应交企业税 39

应交税费——应交税 3

方案 5 税负分析

方案超市购物满 98 元商品顾客实行加量加价优惠种捆绑式销售

偿赠送属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视销售货物行加量 18 元商

品成正常列支 12 元进价抵扣相关计算：应缴增值税＝98÷117

×17－（58＋12）÷117×17＝407（元）应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407×7＋407

×3＝041（元）销售毛利润＝98÷117－（58＋12）÷117＝2393（元）应缴企业

税＝（2393－041）×25＝588（元）应缴税款＝407＋041＋588＝1036（元）

税收负担率＝1036÷（98÷117）×100＝1237

会计处理：

：银行存款（现金）98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39

贷：营业务收入 837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424

结转成

：营业务成 5983

贷：库存商品 5983

计提税金

：营业务税金附加

041

税 588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029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012

应交税费——应交企业税 588

 5 种方案中税负率分析方案 1 税负轻超市商场促销

佳方案折次方案 4 送现金

六融资税务筹划

1融资渠道选择税务筹划

种融资渠道选择般说企业融资渠道：

(1)财政资金(2)金融机构贷款(3)企业间拆(4)企业积累(5)企业组织部集

资(6)公开发行债券融资(7)发行股票融资(8)商业信融资

融资渠道外部外部两种部说包括企业积累组织部集资

外部说包括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财政性资金商业银行贷款企业间拆等构

成

融资方式采种采组合方式满足企业资金需求企业纳税角

度考虑融资渠道产生税收效果差异利融资渠道效帮助企

业减轻税负获税收利益

通常情况企业积累融资承担税收负担重金融机构贷款承担税收负

担金融机构贷款承担税收负担重企业间拆融资承担税收负担企业

间拆融资承担税收负担重企业组织部集资承担税收负担

筹划节税角度出发企业组织部集资企业间拆效果(尤企业间存税

率差异时)金融机构贷款次积累效果差原企业组织部集资企业

间拆涉部门机构较容易增加融资成会税收收益分散降低负债抵

税效应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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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规定纳税营期间金融机构款利息支出实际发生数扣非金

融机构款利息支出高金融机构类期贷款利率计算数额部分

准予扣企业通增加资金方式进行融资支付股息红利税前

扣

较发行股票融资发行债券融资发行债券融资利息支出作财务费

税前列支种融资方式税税基缩税负减轻发行股票融资方式

实现股利税前分配

企业应优先选债权融资方式选股权融资方式充分发挥债券税盾

作

融资活动避免涉付息问题利利息摊入成方法资金双方

关系处济活动位实现合理节税关键金融机构贷款核算利息

方法利率较稳定幅度变化较节税空间企业间资金拆利息计

算资金回收期限方面均较弹性回旋余节税提供利条件尤企业

部基委托贷款方式进行资金划拨实际操作程中企业行进行

决定通设定利率实现利润转移利息支出发生高税率区降低

税前利润利息收入发生低税率区样集团整体税负够实现化

2融资结构税务筹划

款筹划企业款途作流动资金日常生产营活动作资性

支出添置固定资产形资产作资运营外投资等 企业款时

必然发生款费款费指入资金相关纳税营活动需承担

利息费包括长期短期款利息债券相关折价溢价摊销安排款时发生

辅助费摊销入资金关作利息费调整额外币款产生差额等

[案例分析]甲企业根财务收支预测年资金缺口 2000 万元拟通年期银行款

弥补资金缺口企业年正常生产营外提高理信息化水拟请某软件

公司开发 ERP 软件软件开发期预计年年末投入需支付软件费

1000 万元假定企业年两年税前利润 2200 万元银行年期正常贷款利率

10％企业处正常纳税期没享受企业税减免优惠企业银行款 2000

万元时应该什名目款呢？里两方案供选择：

方案：全部流动资金款企业流动资金名义款年扣款费 200 万元

应纳税额 2000 万元应缴纳企业税 500 万元(2000×25％)企业净现金

流量＝(税前利润－利息－应纳税)×10％利率 3 期年金现值系数：企业净现金流

量＝(2200－200－500)×24869＝373035(万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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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组合名义款：1000 万元购置软件外 1000 万元流动资金款企业

购置软件款利息直接税前扣应计入形资产成两年分期摊销

第 23 年年摊销 50 万元企业第 1 年扣款费应纳税额 2100 万元应

缴税 525 万元(2100×25％)企业第 2 年扣款费摊销形资产摊销额

应纳税额 2050 万元应缴税 5125 万元(2050×25％)企业第 3 年扣款

费摊销形资产摊销额应纳税额 2050 万元应缴税 5125 万元

(2050×25％)企业净现金流量＝(税前利润－利息－摊销形资产费－应纳税)×

复利现值系数：第 1 年净现金流量＝(2200－200－525)×09091＝13409225(万元)第

2年净现金流量＝(2200－200－50－5125)×08264＝118795(万元)第3年净现金流量＝

(2200－200－50－5125)×07513＝10799937(万元)3 年净现金流量累计额＝13409225＋

118795＋10799937＝36088662(万元) 较知流动资金名义款组合名义款

3 年净现金流量累计 1214838 万元果企业处免税期间情况相反企业

款时根身实际情况税法款费处理规定合法效前

提做筹划节约筹资成

[案例分析]某市公司业务发展计划筹资 10000 万元财务员根目前情况新年度

发展计划提出三种筹资方式供公司领导决策

筹资方式：

(1)银行款集资种观点认企业发展生产急需资金银行协商解决年年底

年贷款利率 9％筹资费率估计 1％贷款利率会提高企业税税率

25％

(2)股票集资种观点认公司发展前景投资者普遍发行股票良基础

新年里申请增发股票筹集需全部资金筹资费率 5％公司目前普通

股市价 30 元股股利 2 元预计年股利增长额 10％

(3)联合营集资种观点认公司游厂家联合营公司提供原材料物资

成员厂加工成产品配件卖公司公司组装成终产品负责外销售样公

司试制成功新产品利成员厂场劳力设备资源等进行批量生产形成专

业化生产力保证产量产值税利稳步增长试分析该市公司采取什方案筹集

资金较？三种筹资方式资金成采取较资金成率方法1

银行贷款款资金成率＝款年利息×(1－税率)÷［款金×(1－筹资费率)］

＝10000×9％×(1－25％)÷［10000×(1－1％)］＝682％ 2股票集资普通股资金成率＝

预期年股利额÷［普通股市价×(1－普通股筹资费率)］＋股利年增长率＝2×(1＋10％)

÷［30×(1－5％)］＋10％＝1772％ 3联合营集资资金成率分两种情况：(1)

成立联营实体时资金成率联营企业分利润占联营企业出资总额例例

越高联营企业获利润越资金成率越高公式表示：资金成率＝联营企业

获利润联营企业出资总额×100％(2)仅项目合资生产时资金成率联营企

业获利润占整实现利润总额百分企业筹资必须考虑资结构造成影响

3租赁税务筹划

()租赁分类税务处理租赁资产权相关风险报酬否转移分类租赁分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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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营租赁两种形式融资租赁指质转移资产权关全部风险

报酬租赁权终转移转移果项租赁实质转移资产

权关全部风险报酬该项租赁应分类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税务处理：

(1)融资租赁发生租赁费直接扣承租方支付手续费安装交付支付

利息等支付时直接扣

(2)(2)融资租赁设备计提折旧税前扣租赁费高折旧差额税前扣

(3)租赁费通举债支付利息税前列支果项租赁实质没转移资产

关全部风险报酬该项租赁应类营租赁项租赁类融资租赁

营租赁赖租赁实质合形式

营租赁涉税处理：

(1)避免长期拥设备承担负担风险

(2)支付租金减企业利润减少应纳税额

(3)出租承租属利益集团时租赁形式终会该利益集团实现

利润合理转移典型租赁节税效应

(二)租赁形式选择融资性租赁会计处理求确认租赁资产租赁负债作

种表筹资方式会承租带利影响：企业债务金额升已获利息倍数净利

润率资产收益率股收益率等指标会降资产负债率会升承租般欢迎

租赁合划分融资租赁规避呢？

企业会计准第 21 号——租赁规定租赁分类应全面考虑租赁期届满时租赁

资产权否转移承租否购买租赁资产选择权租赁期占租赁资产尚年

限例等素时实质重形式原考察租赁资产权关风险报酬

否转移具体区分融资租赁营租赁般租赁合中涉资产权转移

廉价购买权问题租赁期设定租赁资产效济年限 75％稍短样

避免认定融资租赁

4偿债方式税务筹划

偿债方式筹划技巧偿债方式税收负担般采资金形式偿债优采

非现金资产形式偿债非现金资产形式偿债视销售行缴纳流转税果偿

债资产存货固定资产需缴纳增值税果偿债资产形资产动产需缴纳

增值税注意通股权形式偿债效降低税收负担

[案例分析]甲公司家金融企业乙公司家外贸公司乙公司欠甲公司贷款息合计

 1100 万元中金 1000 万元利息 100 万元市场素影响乙公司身

营理善乙公司难偿甲公司款息甲公司乙公司友协商决定进行

债务重组甲公司意乙公司座位繁华市区房产抵偿欠全部贷款息该

房产原购置成 600 万元已提折旧 100 万元房产市场价约 1000 万元税务机关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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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土增值税扣项目金额 675 万元(含交易涉种税费)甲公司取该房产

准备作公司办公假设该区契税税率 3％营业税税率 5％城建税税率 7％

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3％甲乙公司税税率均 25％甲乙两公司列两种

房产作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方案：重组协议约定乙公司房产作价 1100 万元抵偿甲公司全部贷款息种情

况两家公司税负计算：甲公司：应缴纳营业税额：100×5％＝5(万元)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5×(7％＋3％)＝05(万元)应缴纳契税：1100×3％＝33(万元)

应缴纳印花税：1100×05‰＝055(万元)应缴纳企业税：(100－5－05－055)×25％

＝23419(万元)甲公司债务重组程中总税负 5＋05＋33＋055＋1524＝6254(万元)

外年尚需缴纳房产税 1100×(1－30％)×12％＝924(万元)乙公司：应缴营业税

(1100－600)×5％＝25(万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25×(7％＋3％)＝25(万元)应缴印花税

1100×05‰＝055(万元)外根土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该房产旧房增值

额需税务机关核定扣项目金额 675 万元基础计算增值额：1100－675＝425(万

元)增值额扣项目金额：425÷675×100％＝6296％增值额超扣项目金额

50％未超扣项目金额 100％应缴纳土增值税：(1100－675)×40％675

×5％＝13625(万元)应缴纳企业税：［1100－(600－100)－25－25－055－13625］

×25％＝10893(万元)乙公司债务重组程中总税负：25＋25＋055＋13625＋10893

＝27323(万元)

方案二：甲公司乙公司协商首先甲公司豁免乙公司积欠利息 100 万元然双方

重组协议约定市场价基础乙公司房产作价 1000 万元抵偿欠贷款金企业

债务重组业务税处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6 号)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债务重组

业务中债权债务步包括低债务计税成现金非现金资产偿债务等

债务应重组债务计税成支付现金金额者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包括转

非现金资产相关税费)差额确认债务重组计入企业期应纳税额中

债权应重组债权计税成收现金者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间差额确

认期债务重组损失减应纳税 修改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

债务应重组债务计税成减记应付金额减记金额确认期债务重组

债权应债权计税成减记应收金额减记金额确认期债务

重组损失

种情况甲乙公司税负分：甲公司税负计算：应缴纳契税＝1000

×3％＝30(万元)应缴纳印花税 05 万元应抵减企业税：(－05)×25％＝－0125(万元)

甲公司债务重组程中总税负 30＋05－0125＝30375(万元)甲公司年应缴房产税

1000×(1－30％)×12％＝84(万元) 乙公司税负计算：应缴纳营业税＝(1000－600)

×5％＝20(万元)应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20×(7％＋3％)＝2(万元)应缴纳印花税 05 万

元增值率＝(1000－675)÷675＝4815％增值率未超 50％土增值税税率 30％

乙公司应缴纳土增值税：(1000－675)×30％＝975(万元)应缴纳企业税＝［100＋

1000－(600－100)－20－2－05－975］×25％＝120(万元)乙公司债务重组程中总税负

：20＋2＋05＋975＋120＝240(万元) 方案较：甲公司债务重组程中采方案

税收筹划方案二缴税金：6254－30375＝32165(万元)

外甲公司年需缴纳房产税：924－84＝084(万元) 乙公司债务重组程中

采方案税收筹划方案二缴纳税金：27323－240＝3323(万元) 例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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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债务重组中果债务拥房产抵偿债务债权应先适豁免债务

欠债务促债务合理范围降低抵债房产抵债时作价完全达降低

债权债务双方税收负担目

七企业收益分配税务筹划

1工资薪金税务筹划

着社会进步工资水提高越越达纳税标准工资薪金

收入源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目前纳税负担

断加重考虑切身利益必须法律缴纳税情况量

减少税收负担

工资薪金税纳税筹划概述

工资薪金指：职者受雇取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

红津补贴职受雇关包括：现金实物价证券国工资

薪金税计算方法采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新税工资薪金税率

表）表中收入越高话适税率越高纳税税负越重

税法规定范围纳税工资薪金采方式进行筹划减

轻身纳税负担

纳税筹划指纳税法律允许范围通财务活动事先安排筹划充分利税法

规定提供相关优惠政策谋取税收收益程纳税应享

基权利

作扣缴义务单位更应该解相关税收法律制度节税目

员工税率控制低档位税负中

二新税法工资薪金税纳税筹划方法

１．根次性年终奖金分配进行税收筹划新中华民国税中

工资薪金纳税标准作新规定（参 2011 年工资薪金税税率表）：

工资薪金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工资薪金速算扣数）×适税率速算

扣数 根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公式中工资薪金指扣基养老保险

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金额

应纳税额月取工资收入必须先扣基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

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减扣额 3500 金额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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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Ａ公司员工陈月扣五险金实际工资民币 4500 元年终

公司决定予奖金 31200 元陈纳税规划方案

根述分析相关规定分析企业财务员员工次性奖金着四种发放

方式：次性奖金分月作工资进行发放年末次性发放年中年末两次发放取奖

金中部分作月度奖金工资起发放

方案 1：次性奖金分月作工资进行发放 月奖金金额＝31200／12＝2600（元）

月工资薪金总额＝4500＋2600＝7100（元） 月应纳税额＝（7100－3500）＊10％－

105＝255（元） 全年应纳税额＝255＊12＝3060（元） 种方案全年次性奖金分

配 12 月中做工资薪金起发放案例中计算全年纳税总额 3060 元

方案 2：年终次性发放奖金  31200／12＝2600全年次性奖金月应税

额 1500～4500 元间年终奖金应税率速算扣数 10％ 105 元 年终

次性奖金应纳税额＝31200＊10％－105＝3015（元） 月实际应税额＝4500－

3500＝1000（元） 月实际应纳税额＝1000＊3％－0＝30（元） 全年应交税额＝30＊

12＋3015＝3375（元） 种方案年终次性奖金年末进行统发放年终奖

做月工资进行发放先员工月取全年次性奖金 12 月商数

确定适税率速算扣数确定适税率速算扣数计算征税计算年终奖缴

纳税额然分计算月实际缴纳税额

注意员工月工资薪金低税法规定费扣额应全年次性奖金

减雇员月工资薪金费扣额差额余额进行全年次性奖金应适

税率速算扣数判断种方法属税收优惠项目全面允许适次

计算公式：应纳税额＝（雇员月取全年次性奖金雇员月工资薪金费扣

额差额）×适税率速算扣数

方案 3：年中年末两次发放 财务员全年次性奖金分两次发放 7 月份发

放次年中奖 8000 元年末发次年终奖 23200 元 7 月份应纳税额＝4500＋8000

－3500＝9000（元） 7 月份应纳税额＝9000＊20％－555＝1245（元） 年末次性奖金

应适税率速算扣数 10％ 105 年终次性奖金应纳税额＝23200＊10％－105

＝2215（元） 月工资实际应缴纳税额＝（4500－3500）＊3％－0＝30（元） 全年应交

税额＝1245＋2215＋30＊11＝3790（元） 种方案需合理分配年中年末奖金金额

通奖金金额控制员工减免税负例述分配方式改年中发放 13200

年末发放 18000 元 7 月份应纳税额＝4500＋13200－3500＝14200（元） 7 月份

应纳税额＝14200＊25％－1005＝2545（元） 年末次性奖金应适税率速算扣

数 3％ 0 年终次性奖金应纳税额＝18000＊3％＝540（元） 月工资实际应缴纳

税额＝（4500－3500）＊3％－0＝30（元） 全年应交税额＝2545＋540＋30＊11＝3415（元）

出分配方案税收金额样某种程度减少员工税负

方案 4：取奖金中部分作月度奖金工资起发放 工资 13200 摊

月中着月工资起发放月发 1100 元剩 18000 作年终次性奖金进行发

放 月应纳税额＝4500＋1100－3500＝2100（元）月应纳税额＝2100＊10％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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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5（元） 年终次性奖金应税率速算扣数 3％ 0 年终次性奖金应

缴纳税额＝18000＊3％－0＝540（元） 年应纳税额＝540＋105＊12＝1800（元） 种

分案部分奖金分摊月月工资加总起进行月税额计算

剩部分年终次性奖金计算税额

四种年终奖金计算方法中第 4 种方案省分配程中注重税负

零阶应实际应中结合实际情况通改变发放形式筹划员工薪资

奖金控制低税负点避开税负零界点

2．根三险金扣标准进行税收筹划

国家高标准规定例缴纳基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

金提高免税项目工资总额税前扣尤适提高月住房公

积金起节税效果提高计提例降低员工税负提高员工

实际收入超规定标准三险金规定加入工资薪金中进行缴税

3．根优惠政策等进行税收筹划

税率没办法改变情况采取减少收入方式减少应交税额必时

候员工公司达成协议部分工资薪金通福利进行发放福利形式

工资现金形式会视收入没税收单位提高员工福利

增加员工福利项目例免费餐点免费交通免费住宿等样没员工加薪

情况达员工减轻税负目变相增加员工收入

2劳务报酬税务筹划

费转移筹划法

提供劳务取报酬考虑方提供定福利应承担

费改方提供达规避税目列方式考虑：方提供餐饮服

务报销交通开销提供住宿提供办公具安排实验设备等样等扩费开

支相应降低劳务报酬总额该项劳务报酬适较低税率扣

超 20％费(次劳务报酬少 4000 元时)日常开支避免果

负担应纳税额中扣方提供够扣减少名义报酬额

实际收益增加

举办培训班筹划

根国税函[1996]658 号文件须政府关部门批准取执举办学班培

训班取办班收入属劳务报酬应纳税项目应税法规定计征

税中办班者次收入方法确定：次收取学费期取收入次

分次收取学费月取收入次

分期收取学费月收入次样收入分散次应纳税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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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减少相应适较低税率里举办者考虑收入进行筹划

种筹划应具备定前提保证次数会减少(者培训者直愿意接受培

训者退出会重新加入需求没弹性者)少减少

果采取种收费方式进行培训培训者越越少次收学费时会发现收入减少许

终收入会减然税款减少净收益反次性收取学费

时甚会相差甚远

例某农科院技术员欲举办型周末培训班该类培训班政府关部门

批准预计办班时间持续 3 月总招收 250 学费预定 720 元 

果该技术员采取次性收取学费方式该项纳税情况： 总收入250×

720180000(元) 应纳税额180000×(1－20％)×40％－700050600(元) 果该

技术员采取分三次收取学费方式(次收取 240 元)该项纳税情况：

月收入250×24060000(元) 次收入应纳税额60000×(1－20％)×30％－

200012400(元) 总应纳税额12400×337200(元) 见采取分期少

缴税款 13400 元(50600－37200)

董事费筹划

国税发[1994]089 号文件规定担董事职务取董事费收入属劳务报酬

性质劳务报酬项目征收税 般言董事费收入次性支

付数额越果劳务报酬征收税适较高税率样董事

费块作税款缴国库 董事费纳税筹划般

两种：首先部分董事费作工资薪金时支付担董事职务

董事费量适较低税率收入进行分摊工资薪金适税率会增

少董事费适税率发生变化次董事费分次发放年

发放 2 次 3 次等

影视剧筹划

根国税函[1997]385 号文件规定创作影视分镜头剧拍摄影视片取

稿酬计征税应劳务报酬项目征税作文学创作

书报杂志出版发表取应稿酬应税项目计征税 较

电影拍摄单位出版社果某影视分镜头剧某电影制片厂

时该电影制片厂出版社准备出版时候便必项收入进行筹划

求该电影制片厂支付较高稿酬相应减少分镜头剧费劳务报酬

应税项目征税适较低税率然果够结合前面介绍稿酬纳税筹划

方法效果会更

果该作品开始没准备出版发行时考虑求出版社时出版筹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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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相净收益更具行性况作品出版种形资产创作

项工作更利

例某剧作家创作部影视分镜头剧某电影制片厂拍摄部型电影该电影

制片厂欲支付 25 万报酬(该电影制片厂拥出版社) 果该作家直接收取

该项该项劳务报酬缴纳税款： 应纳税额250000×(1－20％)×

40％－700073000(元) 果该作家电影制片厂达成协议作品出版成书该作

家考虑求出版社支付稿酬 15 万该剧费支付 10 万该电影制片厂增加额

外负担(假定该书出版成销售收入刚持实际中应该较操作)该作家

纳税情况： 剧费应纳税额100000×(1－20％)×40％－700025000(元)

稿酬应纳税额150000×(1－20％)×20％×(1－30％)16800(元) 总应纳税额25000

＋1680041800(元) 少缴税款73000－4180031200(元)

非形商品推销代理等筹划

里提供劳务两种情况者该企业雇员者该企业

雇员 非企业雇员说该企业提供非形商品推销代理等服务活动

取佣金奖金劳务费等种名目收入该项收入采取种方式计取支付均

应计入事服务业应税劳务营业额关规定计算缴纳营业税述收入扣

已缴纳营业税税款劳务报酬应税项目关规定计算缴纳税

企业雇员说企业提供非形商品推销代理等服务活动佣金

奖金劳务费等种名目收入该项收入采种方式计取支付均应计入该雇

员期工资薪金征税项目关规定计算交纳税该项征收营

业税

两种体取收入纳税情况样进行筹划存必性行

性

例甲某公司职工(雇员)乙该公司时招聘业务员(非雇员)两该公司

推销非形商品某月该公司甲支付 2000 元推销费月 500 元保底工资乙支

付 2500 元推销费 甲应纳税额(2000＋500－800)×10％－25145(元)

乙应纳营业税额2500×5％125(元) 乙应纳税额(2500－125－800)×20％

315(兀) 乙总应纳税额125＋315440(元) 明显相非雇员雇

员缴纳税款样 果乙想行业长期工作够想办法成该

公司雇员实行话考虑该公司工作关系较朋友交换工

作形式领取工资省少税款

利政策筹划

筹划：代扣代缴手续费免税法

便征国采取代扣代缴方式收缴税款根财税字[1994]020 号文件规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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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办理代扣代缴税款手续规定取扣缴手续费免征税

筹划二：中介费允许扣法 事技术转提供劳务等活动程中会

发生中介费活动中支付中介费根财税字[1994]020 号文件规

定果提供效合法证允许中扣

3营资转化税务筹划

现代企业理中企业采购生产营销程等系列理筹划

目标避免风险时实现企业利润化企业利润增加必然会带企

业税负增加般讲企业实现利润减企业应缴税企业实现净利润

利润企业支配净利润然企业分部分利润分配方法选

择会导致企业投资者税收负担企业利润分配进行合理筹划

减轻企业投资负担成企业投资者关心话题

营资利转化

投资者言般情况资利免征税买卖股票资公积金

转增股东等营应规定代扣代交税股份公司采取直接分配

股息股票增值避免投资者（股东）分回利润（股息红利）补缴税

股份制企业税利润部分作公司追加投资公司资产总额增加增

发股票前提属公司股票价值投资者带更处法股东讲没

股份公司回股息存分回股息投资方税税率高投资方部分补

税股东讲没股份公司回股息需交纳股息部分税

股息部分股票价格涨补偿股份公司身取投资部分

优惠遇壮身实力

4弥补亏损税务筹划

充分利弥补前年度亏损税政策企业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纳税年度

发生年度亏损纳税年度弥补纳税年度弥补

逐年延续弥补延续弥补长超五年 纳税前五年发生亏损年

度弥补时影响企业年度合计利润弥补亏损合计作专门账

务处理年度实现税净利润转入利润分配账户时企业前年度亏损然

弥补

具体方法：

①利税法允许资产计价摊销方法选择权费列支标选择权列税前扣

项目扣金额税前利润弥补亏损五年期限期前继续造成企业亏损延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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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税前利润补充优惠政策期限

②兼账面亏损企业盈补方达免交企业税目 例光华公司

2001 年度开业税务机关确认 2001 年度亏损 230 万元2002 年度该企业加强理

产品知名度市场占率较提高举扭亏盈2002 年度实现税前合计利润 340

万元弥补亏损2002 年度光华公司应纳税额 340230110（万元）应纳税

 110×33363（万元）税净利润 3403633037（万元）转入利润分配账户

利润分配科目余额 3037 万元全年合计利润总额 340 万元

八企业购分立重组清算税务筹划

1企业购税务筹划

购重组（Merger& Acquisition）泛指市场机制作企业获企业控制

权进行产权交易活动表现两公司合组建新公司相互参股购重

组程中通常会涉企业税税增值税营业税契税印花税土增

值税等中重税企业积极税务筹划

降低购重组税负成

筹划点 1：争取特殊性税务处理递延纳税

新颁布实施关促进企业重组关企业税处理问题通知（财税[2014]109

号）适特殊性税务处理股权收购资产收购例低 75调整低 50

满足条件申请特殊性税务处理暂时缴纳税款：（1）具合理商业目

减少免者推迟缴纳税款目

（2）收购合分立部分资产股权例符合通知规定例（50）（3）

企业重组连续 12 月改变重组资产原实质性营活动

（4）重组交易价中涉股权支付金额符合通知规定例（85）（5）企业重组

中取股权支付原股东重组连续 12 月转取股权

筹划点 2：资产收购股权收购选择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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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点 3：资产债权债务等包转运根关纳税资产重组关增

值税问题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3 号）规定：纳税资产重组程中

通合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全部者部分实物资产相关联债权负

债劳动力转单位属增值税征税范围中涉货物转

征收增值税时根关纳税资产重组关营业税问题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1 年第 51 号）规定纳税资产重组程中通合分立出售置换等方

式全部者部分实物资产相关联债权债务劳动力转单位

行属营业税征收范围中涉动产土权转征收营业税

筹划点 4：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处理

根国家税务总局关落实企业税法干税收问题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第三条关股权转确认计算问题规定转股权收入扣取该股权

发生成股权转企业计算股权转时扣投资企业未分配

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该项股权分配金额时根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

税干问题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34 号）第五条规定投资企业

投资企业撤回减少投资取资产中相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累计盈余

公积减少实收资例计算部分应确认股息股息免税收入

股权转前先分配股东留存收益

筹划点 5：成核定

根新实施股权转税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第十七条规定：转股权未提供完整准确股权原值证

正确计算股权原值税务机关核定股权原值前部分区实践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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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申报股权转收入定例（15）核定计税成部分年迅

猛发展行业言（房产等）果述方式进行核定成实际成

适方法进行税务筹划降低应纳税额

筹划点 6：变更公司注册址

招商引资发展中西部区济国家方层面出台系列区域性税收

优惠政策数济开发区出台财政返政策出台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财

政返政策实际降低实际税负率2010 年针市公司限售股减持更

度出现谓鹰潭模式林芝模式等批股权转方实现成功避税

涉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购重组中 10 税务筹划点

筹划点 7：桥资金引入

诸房产等年快速发展行业股权转程中面突出问题企业

资产增值相较言账面原值带高昂税负成甚迫

购重组交易终止实践中提高转股权原值通引入桥资金

变债权股权实现转收益降低减少税负成

筹划点 8：搭建境外架构

引入境外架构直接股权转转化间接股权转实现税负降低图：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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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点 9：分期缴纳税款争取

根关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税政策问题通知（财税[2014]116 号）规

定居民企业非货币性资产外投资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超 5 年期

限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应纳税额规定计算缴纳企业税股

东购重组程中存纳税金额缺少必资金现实问题实践中部分区税

务机关采取签署协议分期缴纳税款做法购企业善加利

筹划点 10：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筹划

根国税函「2010」79 号文件规定：企业转股权收入应转协议生效完成

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实现根股权转税理办法（试行）（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规定具列情形扣缴义务纳税应

法次月 15 日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受方已支付部分支付股权转价

款（二）股权转协议已签订生效（三）受方已实际履行股东职责者享受股

东权益（四）国家关部门判决登记公告生效（五）办法第三条第四第七

项行已完成（六）税务机关认定证表明股权已发生转移情形见

股权转合签订价款支付会影响纳税义务产生需事先筹划推迟

纳税义务产生

结：然述十种方法孤立通常需综合运时种方式

少存定法律风险购重组方需控制中法律风险特殊性税务处

理应求提交完备备案材料桥资金程中防范认定抽逃资金风

险境外架构引入缺少合理商业目税务机关穿透利区域性税收优

惠政策变更注册时需防范政策变更财政补贴兑现风险专家建议企业

设计税务筹划方案程中法律风险防范具样重位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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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分立税务筹划

3企业重组税务筹划

相关含义

1企业重组

2企业分立

二分立企业涉税政策

（）营业税

（二）增值税

（三）土增值税

（四）企业税

（五）印花税

三分立企业涉税政策

（）契税

（二）印花税

（三）企业税

四分立企业股东涉税政策

五结束语

年国企业兼重组步伐加快面审批融资难负担重服务体系健全

体制机制完善跨区跨制兼重组困难等问题着国家房产企业调控力度

加兼重组税收政策断完善企业财务员应断学掌握新税收政策

效控企业重组程中相关涉税政策降低企业涉税风险现企业重组企业分立

涉税政策税收筹划做分析

相关含义

1企业重组

企业重组税收文件中法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条规定：通知称企业重组指企业日常营活动外发生法律结构

济结构重改变交易包括企业法律形式改变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

分立等

财税〔2012〕4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税政策通知

企业公司制改造公司股权（股份）转公司合公司分立企业出售企业破产债

权转股权资产划转事业单位改制等纳入改制重组范围

财税[2015]5 号关企业改制重组关土增值税政策通知非公司制企业整体改

建企业合企业分立纳入改制重组范围

国发[2014]14 号国务院关进步优化企业兼重组市场环境意见企业合企业

分立股权收购企业出售置换等方式兼重组

财税〔1995〕48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土增值税具体问题规定通知

文中提企业兼通常理解应包括企业合企业分立股权收购等容

2企业分立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条规定：分立指家企业（称分立企业）部分全部资产分离转

现存新设企业（称分立企业）分立企业股东换取分立企业股权非股权

支付实现企业法分立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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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中华民国席令第 42 号中华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分立分

存续分立解散分立中存续分立指公司分立成两公司公司继续存

设立新公司解散分立指公司分散两公司公司解散设立两

新公司

公司分立财产作相应分割编制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公司应作出分立决议

日起十日通知债权三十日报纸公告公司分立前债务分立公司承

担连带责公司分立前债权债务清偿达成书面协议约定外

二分立企业涉税政策

（）增值税

1税法规定

国务院令第 134 号中华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条规定：中华民国境

销售货物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进口货物单位增值税纳税义务

（简称纳税）应条例缴纳增值税

（1993）财法字第 38 号中华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第三条规定：

条例第条称销售货物指偿转货物权

细称偿包括购买方取货币货物济利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纳税资产重组关增值税问题公

告规定：

纳税资产重组程中通合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全部者部分实物资产

相关联债权负债劳动力转单位属增值税征税范

围中涉货物转征收增值税

2结

（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13 号文规定企业分立涉货物转征收增值

税前提条件全部者部分实物资产相关联债权债务劳动力转

免征增值税

（2）企业分立程中涉货物转关联债权债务劳动力没转

规定征收增值税

（三）土增值税

1税法规定

国务院令第 138 号中华民国土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转国土

权建筑物附着物（简称转房产）取收入单位土增

值税纳税义务（简称纳税）应条例缴纳土增值税

财法字〔1995〕6 号中华民国土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第二条规定：条例第

二条称转国土权建筑物附着物取收入指出售者

方式偿转房产行包括继承赠方式偿转房产行

财税字〔1995〕48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土增值税具体问题规定通知第

三条规定：企业兼中兼企业房产转兼企业中暂免征收土增值

税

财税[2015]5 号关企业改制重组关土增值税政策通知第三条规定：法律规

定者合约定企业分设两两原企业投资体相企业原企业国

土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分立企业暂征土增值税

财税[2015]5 号关企业改制重组关土增值税政策通知第五条规定：述改制重

组关土增值税政策适房产开发企业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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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5]5 号关企业改制重组关土增值税政策通知第八条规定：通知执行

期限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土增值税

具体问题规定通知（财税字[1995]48 号）第条第三条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土增值税干问题通知（财税[2006]21 号）第五条时废止

2结

（1） 2015 年 1 月 1 日前企业兼中区分分立企业否房产企业

区分分立企业投资体原企业投资体否相兼企业房产转兼

企业中暂免征收土增值税

前税收筹划案例利税收政策财税[2015]5 号文件出台

筹划空间堵

（2）2015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分立企业非房产开发企业原企

业国土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分立企业暂征土增值税前提条件分

立企业投资体原企业投资体相暂征收土增值税里注意文件

限制分立前投资体相没投资例做具体求

（3）期限分立企业非房产开发企业原企业国土房屋权属转

移变更分立企业果分立企业投资体原投资体进行增减变更

规定征收土增值税

（4）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房产开发企业分立适财税（2015）

5 号文件规定暂征收土增值税优惠政策原房产企业国土房屋权属转

移变更分立企业必须税法相关规定征收土增值税

（四）企业税

1税法规定

中华民国席令第 63 号中华民国企业税法第条规定：中华民

国境企业取收入组织（统称企业）企业税纳税

法规定缴纳企业税

国务院令第 512 号中华民国企业税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规定：企业税法

第三条称包括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财产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

资利息租金特许权费接受捐赠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三条规定：企业重组税务处理区分条件分适般性税务处理规定特殊性

税务处理规定

（1）特殊性税务处理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五条规定：企业重组时符合列条件适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

（）具合理商业目减少免者推迟缴纳税款目

（二）收购合分立部分资产股权例符合通知规定例

（三）企业重组连续 12 月改变重组资产原实质性营活动

（四）重组交易价中涉股权支付金额符合通知规定例

（五）企业重组中取股权支付原股东重组连续 12 月转

取股权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六条第五项述股权支付金额例做具体规定：企业分立分立企业股东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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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持股例取分立企业股权分立企业分立企业均改变原实质营活动

分立企业股东该企业分立发生时取股权支付金额低交易支付总额 85

时该条款提出企业选择规定进行处理：

1分立企业接受分立企业资产负债计税基础分立企业原计税基础确

定

2分立企业已分立出资产相应税事项分立企业承继

3分立企业未超法定弥补期限亏损额分立资产占全部资产例进行分

配分立企业继续弥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理办

法公告]第十八条求方面说明企业重组具合理商业目：

（）重组活动交易方式重组活动采取具体形式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

易前运作方式关商业常规

（二）该项交易形式实质形式交易产生法律权利责该项交易

法律果外交易实际商业产生终结果

（三）重组活动交易方税务状况带变化

（四）重组方交易中获财务状况变化

（五）重组活动否交易方带市场原会产生异常济利益潜义

务

（六）非居民企业参重组活动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理办

法公告]第十九条称企业重组连续 12 月指重组日起计算连续 12

月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理办

法公告]第二十条指出：原股东指原持转企业收购企业 20股权

股东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六条第六项符合特性性税务处理应计算损失做具体规定：

交易中股权支付暂确认关资产转损失非股权支付应交易期确

认相应资产转损失调整相应资产计税基础

非股权支付应资产转损失＝（转资产公允价值－转资产计税

基础）×（非股权支付金额÷转资产公允价值）

（2）般性税务处理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四条第五项规定：企业重组符合通知规定适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外应

般性税务处理进行税务处理：

企业分立事方应列规定处理：

1分立企业分立出资产应公允价值确认资产转损失

2分立企业应公允价值确认接受资产计税基础

3分立企业继续存时股东取价应视分立企业分配进行处理

4分立企业继续存时分立企业股东应清算进行税处理

5企业分立相关企业亏损相互结转弥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理办

法公告]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通知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分立分立企业

继续存应财税[2009]60 号文件规定进行清算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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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

（1）企业重组分立企业税处理分特殊性税务处理般性税务处理

（2）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分立企业继续存股权支付应资产部分暂确

认转损失非股权支付应交易期确认相应资产转损失（

转资产公允价值－转资产计税基础）×（非股权支付金额÷转资产公允价

值）

（3）般税务处理：分立企业继续存分立出资产应公允价值确认资产转

损失分立企业继续存清算进行税处理

（4）企业发生符合规定特殊性重组条件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事方应该重组

业务完成年企业税年度申报时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证明符合类

特殊性重组规定条件企业未规定书面备案律特殊重组业务进行税务处理

（5）证明重组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资料包括分立企业股东取股权支付例

情况 12 月改变资产原实质性营活动原股东转取股权

承诺书等

（五）印花税

1税法规定

财税〔2003〕183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改制程中关印花税政策通知

第三条规定：企业改制签订产权转移书免予贴花

2结

企业重组分立双方签订产权转移书交印花税

三分立企业涉税政策

（）契税

1税法规定

国务院令第 224 号：中华民国契税暂行条例第条规定：中华民国境

转移土房屋权属承受单位契税纳税应条例规定缴纳契税

财税〔2012〕4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税政策通知第

四条规定：公司法律规定合约定分设两两原公司投资体相公

司派生方新设方承受原企业土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财税〔2012〕4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税政策通知第

十条规定：通知执行期限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结

（1）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企业重组分立分立企业承受分立企业土房屋权属

免征契税

（2）2015 年 1 月 1 日财税〔2012〕4 号文规定契税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已

新规定出前企业重组分立分立企业承受分立企业土房屋权属应税法

规定征收契税

（二）印花税

1税法规定

财税〔2003〕183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改制程中关印花税政策通知

第条第二项规定：合分立方式成立新企业新启资金账簿记载资金

原已贴花部分贴花未贴花部分新增加资金规定贴花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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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03〕183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改制程中关印花税政策通知

第二条规定：企业改制前签订尚未履行完类应税合改制需变更执行体

仅改变执行体余条款未作变动改制前已贴花贴花

财税〔2003〕183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改制程中关印花税政策通知

第三条规定：企业改制签订产权转移书免予贴花

2结

（1）企业重组分立分立企业新启资金账簿记载资金原已贴花部分贴

花未贴花部分新增加资金规定贴花

（2）企业改制前签订尚未履行完类应税合改制需变更执行体仅改

变执行体余条款未作变动改制前已贴花贴花

（3）企业重组分立分立企业改制签订产权转移书免予贴花

（三）企业税

1税法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理办

法公告]第四条规定：重组业务事方应采取致税务处理原统

般性特殊性税务处理

（1）特殊性税务处理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五条规定：企业重组时符合列条件适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

（）具合理商业目减少免者推迟缴纳税款目

（二）收购合分立部分资产股权例符合通知规定例

（三）企业重组连续 12 月改变重组资产原实质性营活动

（四）重组交易价中涉股权支付金额符合通知规定例

（五）企业重组中取股权支付原股东重组连续 12 月转

取股权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六条指出企业重组特殊性税务处理选择规定进行处理：

1分立企业接受分立企业资产负债计税基础分立企业原计税基础确

定

2分立企业已分立出资产相应税事项分立企业承继

3分立企业未超法定弥补期限亏损额分立资产占全部资产例进行分

配分立企业继续弥补

（2）般性税务处理

财税〔2009〕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

知第四条第五项规定：企业重组符合通知规定适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外应

般性税务处理进行税务处理：

企业分立事方应列规定处理：

1分立企业分立出资产应公允价值确认资产转损失

2分立企业应公允价值确认接受资产计税基础

3分立企业继续存时股东取价应视分立企业分配进行处理

4分立企业继续存时分立企业股东应清算进行税处理

5企业分立相关企业亏损相互结转弥补

2结

（1）重组业务事方应采取致税务处理原统般性特殊性税务处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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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分立企业采特殊性税务处理分立企业接受分立企业资产负债计税基础

分立企业原计税基础确定分立进资产相应税事项分立企业承继分

立企业未超法定弥补期限亏损额分立资产占全部资产例进行分配分立企业

继续弥补

（3）分立企业采般性税务处理分立企业应公允价值确认接受资产计税基础

企业分立相关企业亏损相互结转弥补

四分立企业股东涉税政策

1特殊性税务处理

分立企业股东取分立企业股权（简称新股）需部分全部放弃原持

分立企业股权（简称旧股）新股计税基础应放弃旧股计税

基础确定需放弃旧股取新股计税基础两种方法中选择确

定：

（1）直接新股计税基础确定零

（2）分立企业分立出净资产占分立企业全部净资产例先调减原持旧

股计税基础调减计税基础均分配新股

2般性税务处理

（1）分立企业继续存时股东取价应视分立企业分配进行处理

（2）分立企业继续存时分立企业股东应清算进行税处理

五结束语

房产市场持续火热天商业产迅速发展状商业产开发商方面回笼资金

补充开发资金足会考虑部分物业出售方面开发商会考虑持部分物业

满足营出租营需时部分持物业资产抵押贷款寻求更

广阔投资渠道持准备增值转等

种原商业产开发商会考虑部分商业物业资产剥离成立新公司进行资产

运作满足定期限分立企业股权进行收购转达分立企业股权净

化

述企业分立相关方税收政策分析分立企业说满足税法规定相关

条件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分立企业属非房产企业征收土增值税

企业税满足条件采特殊性税务处理交易中股权支付暂确认关资产转

损失分立企业税负较轻

分立企业说2015 年 1 月 1 日新政策前需税法规定征收契税企

业税方面满足条件采特殊性税务处理分立企业接受分立企业资产负债计税

基础分立企业原计税基础确定采般性税务处理分立企业应公允价值

确认接受资产计税基础分立企业税负较轻

采企业分立方式进行企业重组充分解税收政策筹划取

4企业清算税务筹划

企业基情况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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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化工产品销售 A 公司某省 B 研究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 500 万元A 公司

1995 年成立营理善等原年亏损净资产负数日常运转现金

母公司 B 研究院款 5 年亏损额 500 万元B 研究院净资产 5000 万元

历年盈利未预期保持年额 300 万元

A 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数：

资产类：银行存款 1 万元应收账款 100 万元存货 50 万元(期未报废农药产品)

负债类：应付款 1300 万元(母公司 B 研究院历年垫付 A 公司日常运转费非

营性款)应付工资 1 万元

者权益类：实收资 500 万元未分配利润1650 万元

母公司 B 研究院决定注销 A 公司实现业务整合样选择注销方案限度

弥补投资 A 公司亏损减少母公司未税收支出

二税收筹划方案设计

A 方案：般性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重组业务企业税处理干问题通知(财税

〔2009〕59 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合事方应列规定处理：

1合企业应公允价值确定接受合企业项资产负债计税基础

2合企业股东应清算进行税处理

3合企业亏损合企业结转弥补

B 研究院实施般性合A 公司资产负债账面价值等公允价值评估

增值A 公司资产 5 年未弥补亏损 500 万元 B 研究院未中弥补合

 A 公司应付款 B 研究院款 B 研究院应收款 A 公司款

B 研究院滚存未分配利润合减少 1650 万元该方案B 研究院般性合

投资 A 公司亏损未获税收弥补

B 方案：特殊性合

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企业合企业股东该企业合发生时取

股权支付金额低交易支付总额 85控制需支付价企业

合选择规定处理：

1合企业接受合企业资产负债计税基础合企业原计税基础确

定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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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企业合前相关税事项合企业承继

3合企业弥补合企业亏损限额合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截合

业务发生年年末国家发行长期限国债利率

4合企业股东取合企业股权计税基础原持合企业股权计税

基础确定

A 公司 B 研究院全资子公司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B 研究院实施特殊性吸收

合A 公司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原计税基础入 B 研究院 A 公司净资产负

合企业弥补合企业亏损限额合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截合业务发

生年年末国家发行长期限国债利率B 研究院弥补 A 公司亏损额 0A 公司

 5 年亏损额 500 万元法弥补样B 研究院投资 A 公司亏损未获税收弥

补

C 方案：直接注销

A 公司通程序实施资产债权债务清算直接注销B 研究院投资 A 公司产生

投资损失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清算业务企业税干问题通知(财税〔2009〕60 号)

规定企业全部资产变现价值交易价格减资产计税基础清算费相关税费

加债务清偿损益等余额清算

A 公司资抵债国家税务总局清算申报表计算思路A 公司欠母公司 B 研究

院款 1300 万元 A 公司力偿转作债务清偿收益初步计算清算 1150

万元弥补前 5 年亏损 500 万元清算 650 万元需缴纳税款 160 万元左右

 A 公司账面存款 1 万元根力缴纳税款长年亏损资抵债力清偿期

债务关门企业竟然需缴纳清算企业税显然悖常理实践中资抵债情

况清偿收益计算执行清算税务员带困扰需国家税局总局作出进

步明确天津市税局国税局企业清算环节税理暂行办法公告明确清

偿收益计算限额帮助企业走出力偿债关门需缴纳清算税死胡该办法

第十条规定企业清算期间确定需支付应付款项需入清算征税企业清算

期间应支付清算资产足偿未付款项需入清算征税根该办法规

定计算A 公司清算150 万元

企业会计准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条规定投资企业确认投资单位

发生净亏损应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实质构成投资单位净投资

长期权益减记零限投资企业负承担额外损失义务外B 研究院 A 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 500 万元然 A 公司净资产负未分配利润1650 万元远实收资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500 万元报税务机关审核 B 研究院收益中税前

扣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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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研究院 A 公司款 1300 万元 A 公司注销时力偿B 研究院确认

坏账国家税务总局关企业资产损失税税前扣理办法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1 年第 25 号)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企业发生非营活动债权作损失

税前扣B 研究院 A 公司款 1300 万元属非活动款税前法扣



 A 公司 B 研究院母子公司历年B 研究院 A 公司付出 500 万元投资成

1300 万元款现金流会计形成 1800 万元损失C 方案相前两方案税收

 500 万元投资损失进行弥补

D 方案：先增资注销

母公司 B 研究院通正常程序 A 公司增资 1300 万元时A 公司实收资 500

万元变成 1800 万元净资产负正时 B 研究院 A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500 万元增加 1800 万元A 公司 1300 万元增资偿欠母公司 B 研究院 1300 万元

款时母子公司款然关闭注销 A 公司清算债权债务亏损 150

万元加原公司营亏损 1650 万元时 A 公司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数1800

万元实收资 1800 万元净资产 0母公司 B 研究院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1800 万

元 A 公司坏账损失报税务机关审核税前扣

三结

A 公司长期营善造成巨额亏损母公司 B 研究院带投资损失坏账损失

计 1800 万元母公司 B 研究院税收角度出发希限度税收弥补减少未

母公司税收支出AB 两方案B 研究院未获税收弥补C 方案B 研究院

弥补投资损失 500 万元 D 方案B 研究院全部损失弥补显然利

九出口型企业税务筹划

1出口退税率税务筹划

出口退税计算纳税计算难点现行出口退税计算方法复杂繁琐简化

料加工进料加工出口退税政策通纳税筹划选择合适加工方式生产企业

出口价格计算退税额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计算退税额退税率低

征税率生产企业直接出口设立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利出口退税纳税筹划

发现出口退税计算存问题应修改料加工外贸企业出口退免税计算方法

出口退税计算方法简化

1 外贸企业免退增值税计算方法应退增值税出口货物含增值税购进价格×

退税率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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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企业免抵退增值税计算方法简化现行免抵退计算方法须计算免

抵退税免征抵扣税额抵减额免抵退税额抵减额期免抵税额等项目

步骤繁琐计算复杂笔者认计算方法简化：譹訛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直

接出口货物离岸价中扣减须计算免抵退税免征抵扣税额抵减额免

抵退税额抵减额等项目须计算期免抵税额直接计算期末留抵税额公式

中价格（包括出口货物离岸价进口货物岸价）外汇应换算民币

生产企业免抵退增值税计算方法简化：

（1）期应纳增值税期退税额+期销货物销项税额期进项税额期留

抵税额 期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

出口货物退税率）

（2）期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免

税购进原材料包括国购进免税原材料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中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

件价格组成计税价格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货物岸价格+海关实征

关税+海关实征消费税

（3）①期应纳增值税>0应缴纳增值税②期应纳增值税0缴纳增值税

退税③期应纳增值税期免抵退税额）期末留抵税额|期应纳增值税|期应退增值税期应纳增值税负

两种情形：销引起二出口引起税法规定第种情形期进

项税额销项税额留抵税额结转期抵扣第二种情形期退税

期应纳增值税负时应设置限制条件定全额退税全部出口引起

全额退税全部销引起全部结转期抵扣出口销引起

部分期退税部分结转期抵扣

二料加工进料加工纳税筹划

料加工指国外厂商提供定原材料辅助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材料（简

称料件）必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委托方企业国外厂商求进行加工

装配成品国外厂商负责销售种贸易方式进料加工指国关营单位进口部分

全部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包装物料（简称进口料件）国生产者

加工成品半成品销国外市场种贸易方式进料加工料加工合称加工贸

易两者点：

（1）料加工动外汇进料加工方营单位动外汇购买进口料件

（2）料加工进口料件加工成品权属外商进料加工进口料件权属

方营单位

（3）料加工进口出口密切联系外商料件供应成品

接受连起笔交易合货物权转移容买卖合进料加

工方营单位买身份外商签订合卖身份签订出口合两笔交易

货物权转移特征

纳税角度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原材料进口免税加工制货物出口退税

免税项目购进货物者应税劳务进项税额销项税额中抵扣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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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工适出口免税退税政策抵扣进项税额进料加工适出

口免税退税政策抵扣进项税额退税率低征税率纳税筹划选择恰

加工方式

案例 1：某企业采进料加工方式国外某公司加工产品批免税进口料件价格 1 500

万元加工完成返销该公司售价 2 700 万元加工该批产品耗辅助材料低

值易耗品燃料动力进项税额 20 万元该批产品增值税征税率 17退税率

13期退税额（2 7001 500）×（1713）48（万元）期应纳增值税482028

（万元）采进料加工方式应纳增值税 28 万元

筹划方法：采料加工方式收取加工费 1 200 万元（2 7001 500）料进口时

免税加工出口退税进项税额抵扣采料加工方式应纳增值税零通纳

税筹划节省增值税 28 万元

推广：料加工期应纳增值税0进料加工期应纳增值税退税额进项税额

 （出口价格免税购进价格）×（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运相机抉择模型令料加

工进料加工期应纳增值税相等：0（出口价格免税购进价格）×（征税率退税率）

进项税额解：进项税额退税额：进项税额÷（出口价格免税购进价格）（征

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净出口额（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净出口额

征税率退税率差时采料加工进料加工方式税负差进项税额净

出口额＜征税率退税率差时采料加工方式更利进项税额净出口额

＞征税率退税率差时采进料加工方式更利退税率征税率相等征

税率退税率差 0 时采进料加工方式更利

案例中进项税额净出口额20÷（2 7001 500）17征税率退税率差

17134进项税额净出口额征税率退税率差采料加工

方式更节省增值税

三出口方式纳税筹划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执行免抵退增值税计算方法外贸企业出口货物执行免退增

值税计算方法退税计算公式计税退税率低征税率生产企业直

接出口设立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两种出口方式税负相等应通纳税筹划选

择更利出口方式

案例 2：某生产企业 2006 年半年购进货物 6 000 万元抵扣进项税额 1 020 万元

直接出口价 10 000 万元（离岸价）销该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执行免抵退增值

税政策征税率 17退税率 13 2006 年半年：退税额10 000×（1713）

400（万元）应纳增值税4001 020620（万元）免抵退税额10 000×131 300（万

元）应退增值税620（万元）

筹划方法：该生产企业设立关联外贸公司生产企业产品 8 000 万元（含增值税）

销售关联外贸公司关联外贸公司 10 000 万元出口：生产企业应纳增值税8 000

×171 020340（万元）关联外贸公司应退增值税8 000×131 040（万元）公司集

团净退税1 040340700（万元）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生产企业直接出口

净退税增加 80 万元（700620）

推广：生产企业直接出口应纳增值税退税额进项税额出口价格×（征税率

退税率）进项税额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公司集团应纳增值税（关联外贸公司购

进价格×征税率进项税额）+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退税率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征

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

根固定抉择模型述两式相减出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生产企业直

接出口少纳税退税公式：［出口价格×（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关联外贸公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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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购进价格×（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出口价格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征

税率退税率）

出口价格总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退税率等征税率时（出口价格关

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征税率退税率）0说退税率征税率致时生

产企业直接出口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税负相等

退税率征税率时（出口价格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征税率退税率）>0

说退税率低征税率时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生产企业直接出口少纳

税退税

案例中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生产企业直接出口少纳税退税（出口价

格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征税率退税率）（10 0008 000）×（1713）80（万

元）

四出口退税计算存问题改进建议

1 料加工出口退免税计算方法修改述纳税筹划分析知：料加工进料加

工存税负差异原进料加工货物退税率低征税率退税额进项税

额抵扣料加工没退税额进项税额抵扣果消料加工进料

加工税负差异改变料加工出口退税政策进料加工相统两者实行出口

免税退税政策建议料加工出口退税计算步骤公式修改：

（1）期退税额期加工费×（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2）期应纳增值税期退税额期进项税额

（3）期应纳增值税>0应缴纳增值税期应纳增值税0缴纳增值税退税

期应纳增值税2 关联外贸公司出口退免税计算方法修改述纳税筹划分析知：生产企业直接

出口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存税负差异两素作引起：征税率

退税率差异二生产企业出口价格计算退税额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计算

退税额消生产企业直接出口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税负差异消述

两素中意

退税率已成国出口政策杠杆通提高降低退税率调整出口总量

出口结构退税率征税率差异彻底消退税率低征税率

消生产企业直接出口通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税负差异关联外贸公司

生产企业计算退税额应退增值税计税价格统出口价格建议关联外贸公司出

口退税计算步骤公式修改：

（1）期退税额期出口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2）期应退增值税期出口货物进项税额期退税额

2免抵退引起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税务筹划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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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关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政策通知（财税[2005]25 号）文件规定国家税务局正式审核批准

期免抵增值税税额应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计征范围分规定税（费）

率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免抵增值税正式纳入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计征范围

二财税处理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中抵税指出口产货物耗原材料零

部件燃料动力等含应予退进项税额抵顶销货物应纳税额

（）期期末留抵税额（期增值税应纳税额零）等期免抵退税额时

期免抵增值税额计提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述情况增值税处理中期应退增值税额期期未留抵税额期免抵税额＝

期免抵退税额－期应退税额

例 1：王氏公司销售营出口生产企业增值税般纳税月出口柠檬酸销售额

折合民币 100 万元销柠檬酸销售额 50 万元（含税价）购进材料批取

增值税专发票注明价款 100 万元进项税额 17 万元（进项税额准予抵扣）

期未留抵税额 15 万元（出口货物柠檬酸征税税率 17退税率 13）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100×1313 万元

期免抵退免征抵扣税额100×（17－13）4 万元

该部分免征抵扣税额进入营业务成账务处理：

：营业务成 4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转出） 40000

期应纳增值税50×17－17+4－15－6 万元

期期末留抵税额 6 万元期免抵退税额 13 万元期应退税额等期期末留

抵税额 6 万元账务处理：

：应收款——应收出口退税款 6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60000

期免抵税额＝13－6＝7 万元（国税局正式审核批准）

期免抵税部分会计处理分录：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销产品应纳税额） 7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70000

企业应特注意然企业没实际现金银行存款缴纳增值税根财税

[2005]25 号规定期免抵增值税税额应规定计提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会计

处理分录：

：营业税金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交教育费附加

（二）期期末留抵税额（期应纳税额零）期免抵退税额期应退税

额期免抵退税额期免抵税额零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例 2：王氏公司销售营出口生产企业增值税般纳税月出口柠檬酸销售额

折合民币 40 万元销柠檬酸销售额 50 万元（含税价）购进材料批取

增值税专发票注明价款 100 万元进项税额 17 万元（进项税额准予抵扣）

期未留抵税额 15 万元（出口货物柠檬酸征税税率 17退税率 13）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40×1352（万元）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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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免抵退免征抵扣税额40×（17－13）16（万元）

该部分免征抵扣税额进入营业务成账务处理：

：营业务成 16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转出） 16000

应纳增值税50×17－17+16－15－84（万元）

例中期期末留抵税额 84 万元期免抵退税额 52 万元期应退税额等

期免抵退税额 52 万元账务处理：

：应收款——应收出口退税款 52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52000

期免抵税额期免抵退税额－期应退税额52－520（万元）

种情况免抵退税额标准 52 万元退税 52 万元销产生销项

税额没完全抵扣进项税额造成销应纳税额方余额根财税[2005]25 号

规定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三）期应纳税额零规定实际缴纳增值税计提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外期免抵税额计提缴纳

述情况期免抵税额期免抵退税额

例 3：王氏公司销售营出口生产企业增值税般纳税月出口柠檬酸销售额

折合民币 100 万元销柠檬酸销售额 300 万元（含税价）购进材料批取

增值税专发票注明价款 100 万元进项税额 17 万元（进项税额准予抵扣）

期未留抵税额 15 万元（出口货物柠檬酸征税税率 17退税率 13）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100×1313（万元）

期免抵退免征抵扣税额100×（17－13）4（万元）

该部分免征抵扣税额进入营业务成账务处理：

：营业务成 4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转出） 40000

应纳增值税300×17－17+4－15365（万元）

例中免抵退税额 13 万元应退税尺度月应纳税额 365 万元期

期留抵进项税额月销产品销项税额中全部抵减完应纳增值税额 365 万元

期免抵税额＝期免抵退税额13（万元）

会计会录：

期免抵税部分：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销产品应纳税额）13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130000

转出应交未交增值税：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36500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365000

计提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会计分录：

：营业税金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交教育费附加

综述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出口货物生产企业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处理

免抵部分计提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时应国税局正式审核批准生产企业出口货物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中第 25 栏期免抵税额计算申报时已做出

会计处理结果国税局正式审核批准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中第微信公众号：合理避税网 作者微信号：98055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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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栏期免抵税额致应时调整账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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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避税方案

　　一般纳税人的避税筹划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缩小销项税额；扩大进项税额。
　　一、 利用当期销项税额避税
　　关键在于：
　　第一， 销售额避税；
　　第二，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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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项企业避税大全
                


                
                    避税就像一场潜伏战，纵观全球，寻找税法漏洞几乎是避税的不二法门。而最常见的有三种形式：慈善避税、转移居住地避税、寻找避税天堂，但是合理避税就不一样了。第一大部分（71项）7种合理避税的方法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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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税的避税筹划
　　利用关税优惠政策的避税筹划
关税条例规定，进口税率分为普通税率和优惠税率两种。对于原产地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订有关税互惠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货物，按普通税率征税；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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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避税贴士
逃税是违法的，但避税则有所不同。避税是透过税务计划合法地减少税负。有效的税务计划可令纳税人节省金钱以作其他用途，以下介绍一些常用的避税策略，
减轻利得税的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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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税避税筹划
消费税实行价内税，只在应税消费品的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缴纳，税款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纳税期限避税筹划
纳税期限避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尽可能利用消费税纳税期限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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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宝典
预算
会议及展览的预算不是一个概念。通常而言，会议预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交通费用
交通费用可以细分为：
(1)、出发地至会务地的交通费用——包括航班、铁路、公路、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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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格在他的广告哲学中提醒人们，在处理任何广告工作之时，最好先看清工作的大画面，然后小心掌握及控制以下整套广告过程的每项元素： 
　　一、提案知识（Knowledge of Prioos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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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教案 一课题理性调节情绪1课时年  月  日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理解引发情绪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对事件的看法。学会改变想法改变自己的情绪。    2.过程与方法：通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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