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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0_BC_E7_A8_8E_E7_c46_533279.htm 税务筹划是纳税人通

过不违法的和合理的方式以规避或减轻自身税负，防范和化

解纳税风险，并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所进行的筹

谋、策划。对增值税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就是通过增值税

纳税人税负平衡点，并对纳税人税负差异进行分析，使企业

科学地选择纳税人身份，从而有利于降低税负，获得最大的

节税收益。 增值税法将纳税人按其经营规模及会计核算健全

程度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是指

年应税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以下；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够按

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增值税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年应

税销售额为：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兼营货物

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00万以下的；从事货

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80万以下的。符合以

上销售额标准的，如经营规模较小，加之会计核算不健全，

即为小规模纳税人。但是个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

增值税纳税行为的企业，即使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

人标准，也视同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是指年应税销售

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会计核算健全的企业和企业性单

位。税法又规定一般纳税人基本适用17%和13%的法定税率（

出口货物为零税率），采用“购进扣税法”计算增值税额，

可以领购和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进项税额；小规模纳税人则采取简易征收办法计算税额，适

用6%（工业企业）或4%（商业企业）的征收率，但不得使用



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这种税收政策客观

上造成了两类纳税人税收负担与税收利益上的差异，为小规

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企业设立

、变更时正确选择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对税负影响很大，企

业选择哪种类别的纳税人有利呢？主要判别方法有以下几种

。 一、增值率判别法 在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相同的情况下，起

关健作用的是企业进项税额的多少或者增值率的高低。增值

率与进项税额成反比，与应纳税额成正比。其计算公式为： 

进项税额=销售收入×（1－增值率）×增值税率 增值率=（

销售收入－购进项目价款）/销售收入 或增值率=（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销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

－当期进项税额 =销售收入×17%－销售收入×17%×（1－

增值率） =销售收入×17%×增值率 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

销售收入×6%或4% 应纳税额无差别平衡点计算为： 销售收

入×17%×增值率=销售收入×6%或4% 增值率=销售收入

×6%或4%/销售收入/17%=35.3%或者23.5% 于是，当增值率

为35.3%或23.5%时，两者税负相同；当增值率低于35.3%或

者23.5%时，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人；当增值率

高于35.3%或者23.5%时，则一般纳税人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

人。 二、抵扣率判别法（即可抵扣购进项目价款占销售额比

重判别法） 上述增值率的计算较为复杂，在税务筹划中难以

操作，因而将上式中增值率的计算公式进行转化，即： 增值

率=（销售收入－购进项目价款）/销售收入 =1－购进项目价

款/销售收入 设购进项目价款/销售收入=X 则17%（1－X

）=6% 解之得平衡点X=64.7% 这就是说当企业可抵扣的购进

项目价款占销售额的比重为64.7%时，两重纳税人税负完全相



同；当比重小于64.7%时，则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重于小规模纳

税人。 三、含税销售额与含税购货额比较法 假设Y为含增值

税的销项税额，X为含增值税的购货额（两额均为同期）则

： （Y/1 17%－X/1 17%）×17%=Y/1 6% 解之得平衡

点X=61%Y 既当企业的含税购货额为61%时，两种纳税人的税

负完全相同；当企业的含税购货额大于61%时，一般纳税人

的税负轻于小规模纳税人；当企业的含税购货额小于61%时

，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 现以一实例对上述

分析进行佐证。 华康制衣厂年应税销售额为190万元，会计核

算制度比较健全，符合作为一般纳税人的条件，适用17%增

值税率，但该企业准予从销项额中抵扣的的进项税额较小，

只占销项额的30%.该厂应该怎样进行纳税人身份的增值税筹

划？ 1、采用增值率判别法时 增值税增值率=（销项税额－进

项税额）/销项税额 =（销售收入×17%－购进项目价款×17%

）/（销售收入×17%） =（190×17%－190×17%×30%）/

（190×17%）=70%大于35.5% 故该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的税

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 2、采用可抵扣购进项目价款占销售额

比重判别法时 由于该企业可以可抵扣的购进项目价款为57

（190×30%）万元，销售额为190万元，购进项目计价款占销

售额的比重为30%（57/190×100%=30%&lt.64.7%），则该厂

作为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 3、

采用含税销售额与含税购货额比较法时 假设华康制药厂年销

售收入190万元为含增值税销售额，购进价款57（190×30%）

万元也为含增值税的价款，含税额货款57万元与同期含税销

售额190万元的比即为57/190×100%=30%，小于61%时，该厂

作为一般纳税人的税负低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 本文说明



了企业在设立、经营时，纳税人可通过对税负平衡点的测算

，巧妙筹划，根据所经营货物的增值率水平，选择不同的增

值税纳税人身份。同时，通过对增值税纳税人税负平衡点的

计算，对企业整体税务负担加以量化，从而衡量企业实际的

税务负担。这对促进企业完善财务制度、提高财会人员的业

务水平极为有利。在实际经营决策中，企业为了减轻税负，

在暂时无法扩大经营规模的前提下，实现由小规模纳税人向

一般纳税人转换，必然会增加会计成本。例如增设会计账薄

、培养或聘请有能力的会计人员等。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由于

税负减轻而带来的收益不足以抵销这些成本支出，则企业可

仍保持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另外，在经营决策中也要考虑企

业销售货物中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如果纳税人片面要

求降低税负而不愿做一般纳税人，有可能产生因不能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而影响企业销售额。总之，在纳税人身份选择

的税务筹划中，企业应尽可能把降低税负与不影响销售结合

在一起综合考虑，以获得最大的节税效益。在当前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来达到最佳经济效

益，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