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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的税收政策。
论述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主要税种的纳税筹划原理；阐述了企业
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合并分立、海外投资等主要经营环节的纳税筹划方案；介绍了物流企业、金融
企业、餐饮企业、房地产企业和出版企业等典型行业的纳税筹划方法。
本书列举了200多个纳税筹划经典案例以及500多个纳税筹划常用法律文件，可谓广大纳税人进行纳税
筹划的“宝典”。
    本书适合企业财税人员阅读，特别对增强和提高财税人员的纳税筹划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具有较大
的帮助。
同时，企业的管理者可以从本书中学到降低企业税负的筹划方法，实现企业涉税零风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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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新企业所得税制度下企业的纳税筹划　　1.纳税筹划思路　　利用亏损结转进行纳税筹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8条的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
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弥补亏损期限，是指纳税人某一纳税年度发生亏损，准予用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弥补，一年弥补不
足的，可以逐年连续弥补，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5年内不论是盈利还是亏损，都作为实际弥补年
限计算。
这一规定为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纳税人可以通过对本企业投资和收益的控制来充分利用
亏损结转的规定，将能够弥补的亏损尽量弥补。
　　这里面有两种方法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法是，如果某年度发生了亏损，企业应当尽量使得邻近的
纳税年度获得较多的收益，也就是尽可能早地将亏损予以弥补；第二种方法是，如果企业已经没有需
要弥补的亏损或者企业刚刚组建，而亏损在最近几年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应该尽量先安排企业亏
损，然后再安排企业盈利。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年度亏损额，是指按照税法规定的方法计算出来的，而不能利用多算成本
和多列工资、招待费、其他支出等手段虚报亏损。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虚报亏损如何处理的通知》的规定，企业多报亏损会造成以后年度少缴
所得税，与企业少申报应纳税所得额性质相同。
税务机关在对申报亏损的企业进行纳税检查时，如发现企业多列扣除项目或少计应纳税所得，从而多
申报亏损，可视同查出同等金额的应纳税所得。
对此，除调减其亏损额外，税务机关可根据25％的法定税率（2008年1月1日之前按照33％的税率计算
），计算出相应的应纳所得税额，并视其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
因此，企业必须正确地计算申报亏损，才能通过纳税筹划获得合法利益，否则，为了亏损结转而虚报
亏损有可能导致触犯税法而受到法律的惩处。
　　法律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主席令〔2007〕第063号，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第18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2007年12月6日颁布，国务院令〔2007
〕第512号，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虚报亏损如何处理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1996年9月17日发布，
国税发〔1996〕162号）。
　　【例1—1】某企业2002年度发生年度亏损100万元，假设该企业2002～2008年各纳税年度应纳税所
得额如表　　1.1所示。
　　筹划方案　　根据税法关于亏损结转的规定，该企业2002年的100万元亏损，可分别用2003～2007
年的10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和10万元来弥补，由于2003年到2007年的总计应纳税所得额为80
万元，低于2002年度的亏损。
这样，从2002年到2007年，该企业都不需要缴纳一分钱的企业所得税。
在2008年度，该年度的应纳税所得只能弥补5年以内的亏损，也就是说，不能弥补2002年度的亏损。
由于2003年以来该企业一直没有亏损，因此，2008年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60×25％=15（万元）。
　　从该企业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来看，该企业的生产经营一直是朝好的方向发展，2007年度之所
以应纳税所得额比较少，可能主要因为增加了投资，或者增加了各项费用的支出，或者进行了公益捐
赠等。
由于2002年度仍有未弥补完的亏损，因此，如果企业能够在2007年度进行纳税筹划，压缩成本和支出
，尽量增加企业的收入，将2007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提高到30万元，同时，2007年度压缩的成本和支出
可以在2008年度予以开支，这样，2007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为30万元，2008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为40万
元。
　　根据税法亏损弥补的相关规定，该企业在2007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以用来弥补2002年度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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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8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则要全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这样，该企业在2008年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40 X 25％=10（万元）。
减少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15—10=-5（万元）。
减轻税收负担（少缴税款除以原应当缴纳的税款）33.33％。
　　【例1-2】　某企业2002年度实现盈利（即应纳税所得额）40万元，在此之前没有需要弥补的亏损
，2003年度亏损40万元，2004年度亏损30万元，2005年度亏损20万元，2006年度盈利10万元，2007年度
盈利20万元，2008年度盈利30万元。
请计算该企业2002～2008年度每年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并提出纳税筹划方案。
　　筹划方案　　该企业2002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40万元，由于以前年度没有需要弥补的亏损，因
此2002年度的应纳税额为：40×33％=13.2（万元）。
2003～2005年度亏损，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2006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10万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没有余额，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2007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20万元，此时，前5年尚有80万元亏损没有弥补，因此，2007年度仍不需要缴
纳企业所得税。
2008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30万元，此时，前5年尚有60万元亏损没有弥补，因此，2008年度也不需要缴
纳企业所得税。
　　该企业2002～2008年度一共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为：40 X 33％=13.2（万元）。
该企业的特征是先盈利后亏损，这种状况就会导致企业在以后年度的亏损不可能用以前年度的盈利来
弥补。
而企业能否盈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如果企业已经预测到某些年度会发生无法避免
的亏损，那么，就尽量将盈利放在亏损年度以后。
本案中该企业可以在2002年度多开支40万元的投资，也就是将2003年度的部分开支提前进行，而将某
些收入放在2003年度来实现。
这样，该企业2002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就变为0。
2003年度由于减少了开支，增加了收入，总额为40万元，2003年度的亏损变为0。
以后年度的生产经营状况不变。
该企业在2004～2007年度同样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2008年度弥补亏损以后剩余10万元应纳税所得
额，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10×25％=2.5（万元）。
通过纳税筹划，该企业减少应纳税额13.2—2.5=10.7（万元），减轻税负达到81.06％。
　　2.利用利润转移进行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1
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所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33％。
因此，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企业的收入和支出，降低2007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提高2008
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新旧企业所得税法税率的变化进行纳税筹划。
　　对于既有适用25％税率也有适用20％税率以及适用15％税率的企业集团而言，也可以适当将适
用25％税率的企业收入转移到适用20％税率或者15％税率的企业中，从而适当降低企业集团的所得税
负担。
　　法律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主席令〔2007〕第063号，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第4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2007年12月6日颁布，国务院令〔2007
〕第512号，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国务院1993年12月13日颁布，国务院令〔1993〕
第137号，自1994年1月1日起实施，2008年1月1日废止）第3条。
　　纳税筹划案例　　【例1.3】　某企业2007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为8 000万，适用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33％，该企业在2008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为9 000万，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请计算该企业在2007纳税年度和2008纳税年度所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并提出纳税筹划方案。
　　筹划方案　　该企业2007纳税年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8 000×33％=2 640（万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税法下企业纳税筹划>>

该企业2008纳税年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9 000×25％=2 250（万元）。
该企业两个纳税年度合计缴纳企业所得税：2 640+2 250=4 890（万元）。
　　由于2007纳税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2008纳税年度的税率，因此，可以考虑将2007纳税年度
的部分收入转移到2008纳税年度取得，而将2008纳税年度的某些开支提前到2007纳税年度予以进行，
假设，该企业通过纳税筹划将2007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降低为7 000万元，2008纳税年度的应纳税
所得额相应增加为1亿元。
则，该企业2007纳税年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7 000×33％=2 310（万元）。
该企业2008纳税年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10 000×25％=2 500（万元）。
该企业两个纳税年度合计缴纳企业所得税：2 310+2 500=4 810（万元）。
由此可见，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少缴企业所得税：4 890—4 810=80（万元）。
　　3.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进行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11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
”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1年的非
货币性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器具
、工具等。
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
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
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
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1）房屋
、建筑物，为20年。
　　（2）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
　　（3）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
　　（4）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4年。
　　（5）电子设备，为3年。
　　可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　　（1）由于技术进步，产品
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
　　（2）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上述最低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
的，可以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直线法又称为年限平均法，是将固定资产的折旧均衡地分摊到各期的一种方法。
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每期折旧额是相等的。
　　双倍余额递减法属于加速折旧法或递减折旧法，其特点是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年限的前期多提折
旧，后期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快折旧的速度，以使固定资产成本在有效使用年限中加快得到补偿。
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的直线法
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
使用这种方法应注意不能使固定资产的账面折余价值降低到预计残值以下，因此，应当在固定资产折
旧年限到期以前两年内，将固定资产净值扣除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平均摊销。
　　年数总和法也属于加速折旧方法，也称为合计年限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原值减去净残值后的净额
乘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分数的分子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数，分母代
表使用年数的逐年数字总和。
　　无论采用哪种折旧提取方法，对于某一特定固定资产而言，企业所提取的折旧总额是相同的，同
一固定资产所抵扣的应税所得额并由此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企业在固定资产
使用年限内每年所抵扣的应税所得额是不同的，由此导致每年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不同的。
在具备采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条件的情况下，企业应当尽量选择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具体方法的选
择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在法律允许的三种方法中任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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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主席令〔2007〕第o63号，自2008　1月1日起实施）第11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2007年12月6日颁布，国务院令〔2007
〕第512号，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第57条、第59条、第98条。
　　筹划图表　　纳税筹划案例　　【例1-41　某机械制造厂新购进一台大型机器设备，原值为400
000元，预计残值率为3％，经税务机关核定，该设备的折旧年限为5年。
请比较各种不同折旧方法的异同，并提出纳税筹划方案。
　　筹划方案　　（1）直线法：　　年折旧率=（1—3％）÷5=19.4％　　月折旧率=19.4％
÷12=1.617％　　预计净残值=400000X 3％=121300（元）　　每年折旧额：（400 000—12 000）÷5=77
600（元），或者=400000 x 19·4％2　　77600（元）　　（2）缩短折旧年限：　　该设备最短的折旧
年限为正常折旧年限的60％，即3年。
　　年折旧率=（1—3％）+32 32.33％　　月折旧率=32.33％÷12＝2.69％　　预计净残值=400 000×3
％=12 000（元）　　每年折旧额=（400000—12000）÷3＝129333（元），或者=400000X（1—3％）
÷3=129 333（元）　　（3）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旧率=（2÷5）×100％=40％采用双倍余额递
减法，每年提取折旧额如表1—2所示。
　　（4）年数总和法：　　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数÷预计使用年限的年数总和采用年数总和法，每
年提取折旧额如表1—3所示。
　　假设在提取折旧之前，企业每年的税前利润均为1 077 600元。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那么，采用不同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和所得税额如表1.4所示。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无论采用哪种折旧提取方法，对于某一特定固定资产而言，企业所提
取的折旧总额是相同的，同一固定资产所抵扣的应税所得额并由此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相同的，所
不同的只是企业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内每年所抵扣的应税所得额是不同的，由此导致每年所抵扣的所
得税额也是不同的。
具体到本案例，在第一年年末，采用直线法、缩短折旧年限、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提取折旧
，所应当缴纳的所得税额分别为250 000元、237 066.75元、229 400元、237066.75元，由此可见，采用双
倍余额递减法提取折旧所获得的税收利益最大，其次是年数总和法和缩短折旧年限，最次的是直线法
。
　　上述顺序是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最佳选择，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企业的选择也会不同。
比如，如果本案例中的企业前两年免税，以后年度按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那么，采用直线法、缩短折旧年限、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提取折旧，5年总共所应当缴纳的
所得税额分别为750000元、775867元、775200元、769 400元，由此可见，最优的方法应当为直线法、其
次为年数总和法，再次为双倍余额递减法，最次为缩短折旧年限。
当然，这是从企业5年总共所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角度，也就是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而言的最优
结果。
从企业每年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角度，也就是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而言，则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就第4年而言，四种方法所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分别为250000元、269400元、260100元
、256466.75元，可见，三种加速折旧的方法使得企业每年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都超过了采用非加速折
旧方法所应缴纳的税收，但加速折旧也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一项秘密资金，即已经提足折旧的固定资
产仍然在为企业服务，却没有另外挤占企业的资金。
这些固定资产的存在为企业将来的经营亏损提供了弥补的途径，因此，即使在减免税期间，许多企业
的经营者也愿意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较为宽松的财务环境。
　　4.将利息变其他支出进行纳税筹划　　税筹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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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其他税种最新税收政策编写。
本书列举了200多个纳税筹划经典案例以及500多个纳税筹划法律文件，可谓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的“
宝典”。
　　本书适合企业财税人员阅读，特别对增强和提高财税人员的纳税筹划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具有较
大的帮助。
同时，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可以从本书中学到降低企业税负的具体筹划方法，实现企业涉税零风险
的目标。
　　我国还有很多人对纳税筹划存在错误的认识，包括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
其实，纳税筹划是构建一个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所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纳税筹划产业并不发达，但我国的偷税行为远较发达国家普遍。
如果国家能够大力推行纳税筹划产业，相信我国纳税人的偷税行为会大量减少。
　　当然，我们一直强调纳税筹划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有些人以纳税筹划为幌子，进行税
收违法行为，这是真正的纳税筹划专业人士所反对的。
纳税筹划靠的是专家对税法的理解，靠的是专家的智慧，而不是靠非法的手段。
　　本书特点：　　全面系统：本书全面介绍了纳税筹划的实践操作问题，特别是对纳税筹划所涉及
的各个税种，各种生产经营阶段以及主要产业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介绍。
　　实用性强：本书的纳税筹划方案全部是从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可以直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具
有非常强的实用性。
　　简洁明了：本书的纳税筹划重在方法的阐述和操作步骤的介绍，不深究相应的理论基础，主要的
方法均通过典型的案例予以讲解，让普通纳税人一看就懂。
　　合法权威：本书介绍的纳税筹划方案完全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
纳税人按照本书介绍的方法进行纳税筹划，不会涉及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更不会涉及违法犯罪问题
。
　　本书与一般的纳税筹划书籍相比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全面系统。
本书全面介绍了纳税筹划的实践操作问题，特别是对纳税筹划所涉及的各个税种、各种生产经营阶段
以及主要产业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介绍。
第二，实用性强。
本书的纳税筹划方案全部是从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可以直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具有非常强的实用
性。
第三，简洁明了。
本书的纳税筹划重在方法的阐述和操作步骤的介绍．不深究相应的理论基础，主要的方法均通过典型
的案例予以讲解，让普通纳税人一看就懂。
第四，合法权威。
本书介绍的纳税筹划方案完全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纳税人按照本书介绍的方法进行纳税筹
划，不会涉及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更不会涉及违法犯罪问题。
 本书立足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的税收政策，论述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营
业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的纳税筹划，阐述了企业融资决策、投资决策、分立合并、海外投资等主要
经营环节的纳税筹划，介绍了物流企业、金融企业、餐饮企业、房地产企业和出版企业等典型行业的
纳税筹划。
本书列举了200多个纳税筹划经典案例以及500多个纳税筹划法律文件，可谓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的“
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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