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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你们单位肯定多缴税了。
如果想不多缴，就要进行税务筹划。
”某著名避税筹划人士再一次合理避税讲座上对台下的听众用无庸置疑的口吻说。
咋看起来，他是在为自己做广告，但随着讲课的深入，人们发现，合理避税确实学问不小。
企业多缴税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里所说的“多缴税”并不是税务部门要求企业超过国家税收政策
多纳税，而是指纳税人的一些经济业务能够通过合理筹划或认真进行会计核算、履行申报等义务而节
省的一些不必要的额外负担。
精于筹划的纳税人能直接从税上节省开支、获得收益，而对税法缺乏相关认识的企业却往往多缴了税
还浑然不觉。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在税收负担上的差别势必将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
人们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同时也有合理避税的权利。
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缴纳最少的税款，这个问题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所关注。
但是，合理避税和偷税等违法行为经常只有一步之遥，一个极为细微的疏忽，都有可能使纳税人锒铛
入狱，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
《怎样合理避税》一书为企业财务经理以及其他纳税人提供了合理避税的思路和原理，全方位地解答
了企业在合理避税筹划中的基本难题。
本书自面世以来，成功引导众多纳税人正确合理地规避了税收而又不至于踏入避税筹划的雷区，因此
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厚爱。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避税筹划的50多种技巧，是目前为止案例数量最多、内容最为全面的避税筹划
读物。
全书共分为十章，前三章介绍了合理避税筹划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筹划技巧，目的是让读者对合理避税
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同时培养起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合理避税筹划的思维。
后七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第四至六章通过全面翔实的实际案例，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收入
、费用、利润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合理避税的思路和方法；第七章针对各个行业的特点，通过大量翔实
的案例分别介绍了不同各行业适用的合理避税思路，以及各种合理避税方法在该行业的实际应用情况
。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同行的众多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误和纰漏，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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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怎样合理避税（修订第4版）》试图为企业财务经理以及其他纳税人提供合理避税的思路和原
理，引导纳税人正确合理地规避税收而不至于踏入避税筹划的雷区。
全书通过200多个案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避税筹划的多种技巧，全方位地解答了企业在合理避税筹划
中的基本难题，是目前为止案例最多，内容最为全面的避税筹划读物。
希望《怎样合理避税》对广大纳税人有所帮助、有所借鉴、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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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查账过程】 在稽查中发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列有运费抵扣的
进项税额40585元，通过检查费用账及有关运费单证，发现2011年共支付运费405850元，但其发票系承
运企业自行印制的非税务统一发票及船务代理单位开具的，企业据此抵扣进项税额40585元，记人当期
营业费用365265元，其账务处理为： 借：销售费用 36526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0585 贷：银行存款405850 根据该公司销售业务的性质及外贸出口企业类似业务的习惯做法，该部
分运费一般在出口环节发生，应由出口企业负担，不应由供货企业负担。
检查人员又对该公司的银行账、往来账进行了检查，未发现有收回运费款项的业务。
通过对作为主要购货方的某外贸出口企业的调查取证，证实了稽查人员的推断，即该笔运费支出属于
代垫性质的价外费用，该外贸公司已于2011年11月将全部运费分期结清付给该私营企业，该私营企业
提供原始运费单据复印件及自制收据给外贸公司，用于记账。
 【案例分析】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垫运费，可不作为价
外费用： 1.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的； 2.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
 【税务处理】 按以上规定，该公司发生的代垫运费属价外费用，应并入销售额补交税款。
当地税务部门责令其补交税款并处以所补税款1倍的罚款。
 应补交增值税=392758.06÷（1+17％）×17％=57067.41（元），收入调增392758.06÷（1+17％
）=335690.65（元）。
 【账务调整】 该公司应作如下账务调整： 1.转出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将价外费用转入销售收入。
 借：销售费用 27493.065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7493.065 借：应收账款
92758.06 贷：其他业务收入 335690.6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7067.41 在收到购货方清
偿的代垫运费后，将应收账款冲销，同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2.缴纳税款、罚款。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57067.41 营业外支出——税收罚款 57067.41 贷：银行存款
114134.82 该公司销售货物收取代垫费用，不但不按税法规定计人价外费用缴纳增值税，反而计为代垫
运费，计算进项税额抵扣，进行双重偷税。
对此类行为应引起重视，加大检查的深度、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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