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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反映说经常因为把握不好一些项目的扣税限额而导致不能

在所得税前扣除，企业要为此承担一笔不小的税金。笔者了

解到，目前许多企业超出扣除标准的主要是广告费、业务宣

传费、招待费、借款利息等项目。如何通过筹划尽可能避免

这种现象的发生，这可能是很多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为此

，笔者建议企业一定要熟悉《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

国税发〔2004〕80号）文件中对若干扣除项目的规定，对限

额扣除项目的筹划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企业要严

格区分会务费（会议费）、差旅费与业务招待费。《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中规定：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比例为

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及其以下的，不超过

销售（营业）收入净额的5‰；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超

过1500万元的，不超过该部分的3‰。在核算业务招待费时，

应当注意不能将会务费、差旅费等挤入业务招待费，否则对

企业不利。因为纳税人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差

旅费、会议费、董事费，只要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合法

凭证，均可获得全额扣除，不受比例的限制。 同时，企业还

应严格区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

法》第四十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广告费用支出不超

过销售（营业）收入2％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

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为适应特殊行业或企业的需要，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广告费用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



的通知》（国税发〔2001〕89号）适当放宽了部分行业的广

告支出税前扣除标准。《通知》规定：自2001年1月1日起，

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

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

等行业的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

例内据实扣除合法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无

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 业务宣传费是指未通过媒体传播

的广告性质的业务宣传费用，包括广告性质的礼品支出等。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每一

纳税年度发生的业务宣传费在不超过其当年销售（营业）收

入5‰范围内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永远不得扣除。 广告费

属于时间性差异，而业务宣传费属于永久性差异，如果将广

告费混入业务宣传费，对企业十分不利。企业应当在“营业

费用”中分别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企业同时应注意，如

果因为本期没有发生业务宣传费，而故意将超过税前扣除标

准的广告费挤入业务宣传费并申报扣除，则属于偷税行为。 

允许税前扣除的广告费支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广告是通

过经工商部门批准的专门机构制作的；已实际支付费用，并

已取得相应发票；通过一定的媒体传播。不同时符合上述条

件的“广告费”，应作为业务宣传费处理。 此外，企业可以

通过设立销售公司分摊费用。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均是以营业收入为依据计算扣除标准的，如果纳税人将

企业的销售部门设立成一个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将企业产

品销售给公司，再由公司对外销售，这样就增加了一道营业

收入，而整个集团的利润总额并未改变，费用扣除的“限制

”可同时获得“解放”。设立销售公司除了可以节税外，对



于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加强销售管理均具有重要意义，但也

会因此增加一些管理成本。纳税人应根据企业规模的大小以

及产品的具体特点，兼顾成本与效益原则，从长远利益考虑

，决定是否设立销售公司。 当然，要想减少费用支出，最根

本的是应本着开源节流的原则，注意日常节约开支。企业应

将每年发生的各项费用事先做好预算，除了考虑生产、经营

的需要，还要做好成本控制。在细微之处把好支出关，最大

限度地减少额外费用，当然也就能达到节税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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