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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6_E7_AD_B9_E5_c46_77798.htm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

尽的义务，而企业经营的目标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企业在

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执行税收法规的同时，在政策允许的情

况下，争取获得纳税方面的优惠待遇，既是明智之举，也是

社会进步的体现。这就涉及到“税收筹划”问题。本文将对

税收筹划及其在企业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一、税收筹划及其

特点 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税法规定许可的范围内，以追求效

益最大化为目的，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

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以获得最大的税收

利益，又称为纳税筹划、税务筹划、纳税策划等。它本质上

是企业为实现收益最大化对涉及税收的经济事项进行安排，

是企业独立自主权利的体现，也是企业对社会赋予其权利的

具体运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

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

的特点主要有： 1.合法性。即税收筹划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由税收政策指导筹划活动。企业要将自己的筹划行为与

不当避税、偷税、漏税合理地区分开来。在合法的前提下进

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

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

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

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

企业负有纳税义务，如：产品、劳务销售，货物运输后才缴

纳增值税、营业税等；收益实现后才缴纳所得税等。一旦经



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

实意义。 3.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

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选择低税

负，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是滞延纳税

时间，即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

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

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

，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

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

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

者采取政策导向的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

的。 5.综合性。由于多种税基相互关联，某种税基缩减的同

时，可能会引起其他税种税基的增大；某一纳税期限内少缴

或不缴税款可能会在另外一个或几个纳税期内多缴。因此，

税收筹划还要综合考虑，不能只注重个别税种税负的降低，

或某一纳税期限内少缴或不缴税款，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

轻重。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

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

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

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

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二、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 税收筹

划与偷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

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

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

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

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因此，不论是站在纳税人的立



场上，还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准确地判断“税收筹划”

与“偷税”都是很有必要的。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结果与偷

税一样，在客观上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但不属于违法行

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有：①偷税是指企业在纳税义务已经发

生的情况下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少缴或漏缴税款，而税收筹

划是指企业在纳税义务发生前，通过事先的设计和安排而规

避部分纳税义务；②偷税直接违反税法，而税收筹划是在税

法允许的前提下善意利用税法的有关规定，并不违反税法；

③偷税行为往往要借助于犯罪手段，如做假账、伪造凭证等

，而税收筹划是一种合法的行为。 当前，一些企业避税心切

，或者受到一些书籍的误导，以至于良莠不分，把偷税行为

当成了税收筹划，直至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蒙在鼓里。其主要

原因：一是不懂得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把一些实为偷税

的行为误认为是税收筹划；二是明知故犯，打着税收筹划的

幌子进行偷税。 笔者认为，只要企业的财务人员切实掌握了

税法，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是不难分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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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