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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B0_8F_E

8_A7_84_E6_A8_A1_E7_c46_78767.htm 在设立销售公司时一般

可以选择以小规模纳税人的身份设立，也可以选择以一般纳

税人的身份设立，而选择小规模纳税人或是一般纳税人是依

据两种纳税身份所负担的增值税税负的大小进行的。如果销

售公司一般纳税的税率为17%，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为4%时

，根据不含税销售额×毛利率×17%＝不含税销售额×4%，

可以得出毛利率为23.53%时，两种纳税身份的应纳增值税税

负相同.当毛利率大于23.53%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负较

低.当毛利率小于23.53%时,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负较低。 其

实，因为企业税务筹划的根本目的是在不同的税收筹划方案

中选择税后净利润最大的方案，所以上述以两种纳税人身份

的增值税税负不同为依据进行选择是不恰当的。增值税是价

外税，故企业增值税税负的大小与企业的税后净利润并无相

关关系，不同的增值税筹划方案通过影响企业的收入、成本

及与增值税无关的其它税种来影响企业净利润。 案例一：某

大型生产服装公司的年销售额为6亿元，下面设立了许多独立

核算的批发销售子公司。该销售公司的毛利率为50%，销售

对象是一般纳税人的。由于销售公司的毛利率50%大于23.53%

，因此公司依此作出了以小规模纳税人身份设立销售公司的

决策。 分析一：假设每个销售公司的适用所得税税率为33%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每个公司年购进行服装不含税

价款为100万元，含税销售额为117万元，销售额不含税价款

为150万元，销售公司可代开4%的专用发票。因销售公司的客



户为一般纳税人，因此当公司采取一般纳税人身份时含税收

入为175.5万元(增值税额为25.5万元)，采取小规模纳税人身份

时含税收入为156万元(增值税额为6万元)，但两种方式下销售

公司的客户的成本保持不变。 当销售公司采用小规模纳税人

身份时，公司的进项税额应计入成本,故销售公司税后净利为

：(150－117)×(1－33%)＝22.11万元。 当销售公司采用一般

纳税人身份时，公司的销项税额可以用进项抵扣,销售公司税

后净利为：(150－100)×(1－33%)＝33.5万元。 从上可明显看

出，采用一般纳税人身份较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多得净利润金

额为11.39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不含税收入为Y元，不

含税购入金额为X元，为简化分析，假设所得税为均为33%，

净利为P。 当销售公司采用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公司的进

项税额应计入成本,故销售公司税后净利为：P1＝(Y－1.17X)

×(1－33%)＝0.67(Y－1.17X)万元。 当销售公司采用一般纳税

人身份时，公司的销项税额可以用进项抵扣,销售公司税后净

利为：P2＝(Y－X)×(1－33%)＝0.67(Y－X)万元。 P1-P2

＝0.67(Y－1.17X)-0.67(Y－X)＝－0.11X＜0(当X＞0时)，所以

当销售公司的销售对象为一般纳税人时，恒有一般纳税人身

份的税后净利大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后净利。 分析二：当销

售公司的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时，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当销售公司采用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销售公司的售价可与

一般纳税人的含税售价相同，因为此时客户的成本可保持不

变。公司的售价不含税时价格为150×1.17÷1.04=168.75万元

，公司的进项税额应计入成本,故销售公司税后净利为：(150

×1.17÷1.04－117)×(1－33%)＝34.67万元。 当销售公司采用

一般纳税人身份时，公司的销项税额可以用进项抵扣,销售公



司税后净利为：(150－100)×(1－33%)＝33.50万元。 从上可

明显看出:采用一般纳税人身份较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少得净利

润金额为1.17万元。 当销售公司采取一般纳税人身份时不含

税收入为Y元，不含税购入金额为X元，为简化分析，假设所

得税为均为33%，净利为P。 当销售公司采用小规模纳税人身

份时，销售公司的售价可与一般纳税人的含税售价相同，公

司的不含税售价为Y×1.17÷1.04，公司的进项税额应计入成

本,故销售公司税后净利为：P1＝(Y×1.17÷1.04－1.17X)×(1

－33%)＝0.67(1.125Y－1.17X)万元。 当销售公司采用一般纳

税人身份时，公司的销项税额可以用进项抵扣,销售公司税后

净利为：P2＝(Y－X)×(1－33%)＝0.67(Y－X)万元。 P1-P2

＝0.67(1.125Y－1.17X)-0.67(Y－X)＝0.08375Y－0.1139X，当Y

＝1.36X时,两种纳税人身份的税后净利相同；当Y＞1.36X时,小

规模纳税人的身份税后净利大；当Y＜1.36X时,一般纳税人身

份的税后净利大。 从上述分析可明显看出，销售公司的纳税

人身份选择主要取决于客户的身份与进销价格比两个因素，

而非增值税税负的平衡点因素。当销售公司的客户为一般纳

税人时，销售公司一般取一般纳税人身份合算；当销售公司

的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时，销售公司纳税人身份的选择取决

于进销价格比，当进销价比大于36%时，取小规模纳税人身

份合算，反之则适用于一般纳税人身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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