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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收筹划》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集中了税法、会计、管理学等综合知识。
它的出现不仅为纳税人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还增加了市场对精通税法、财会以及管理学等复合型
人才的需求。
《税收筹划》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是会计类学生的专业课程。
本教材尝试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结合，力求教材的内容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能通俗易懂。
同时搭配的仿真筹划案例采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深奥的筹划方法，为读者明确了税收筹划方法在实践
中的具体应用，真正为读者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适用于高职高专会计类专业学习使用，也可供企业财务人员、税收中介机构等的筹划人
员、税务征管人员以及企业管理人员自学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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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生产后销售涉及包装物的消费税筹划  包装物是指纳税人包装本单位货物的各种
物品，纳税人销售货物时另外收取的包装物押金，目的是促使购货方及早退回包装物以便周转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销售的，无论包装物是否
单独计价以及在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缴纳消费税。
如果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是收取押金，此项押金则不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
但对因逾期未收同的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或者已收取的时间超过12个月的押金，应并人应税消费品的销
售额，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缴纳消费税。
对既作价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又另外收取的包装物的押金，凡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退还的，
均应并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缴纳消费税。
在将包装物押金并入销售额征税时，需要先将押金换算为不含税价，再并人销售额征税。
对酒类产品生产企业销售酒类产品除啤酒、黄酒以外，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押金是否返还及会
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人酒类产品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
啤酒、黄酒为从量计征消费税，即啤酒、黄酒计征消费税和销售额没有关系，所以其逾期包装物押金
只计算缴纳增值税，不计算缴纳消费税。
  纳税人如果想在包装物上节省消费税，关键是包装物不能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应采取收取包装物
押金的方式实现。
押金不并入销售额计算消费税额，尤其当包装物价值较大时，更加必要。
即使是对因逾期未收回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按所包装货物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消费税、增值税；
对收取的押金时间超过12个月的，无论是否退还都应并入销售额计税。
虽然暂时少纳的税款最终是要缴纳的，但由于其缴纳时限延缓了12个月，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营运资
金，获取了资金的时间价值，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了便利。
【例8】某市汽车轮胎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1年6月销售5 000个汽车轮胎，每个轮胎都需要包装
，每个轮胎价值3 000元（不含增值税、不含包装物价值），包装物价值每个400元（不含增值税）。
汽车轮胎消费税税率3%，包装物增值税税率为17%。
试分析如何进行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分析：根据该轮胎厂的情况，可以在包装物上进行税收筹划，寻求节税途径。
关键是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是采取收取押金的方式。
这样可以给企业带来3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促使购货方及早退同包装物以便周转使用，在一定程度
上节约了生产包装物的入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了产品成本；二是在产品的售价中扣除了包装物的价
值，降低了产品的售价，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三是可以节省消费税。
对于包装物，该厂可以采取两种处理方法，其税负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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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税收筹划》是全国“十二五”高职高专院校精品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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