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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年前，一家国家级财会专业杂志邀请我开设&ldquo;节税高招&rdquo;专栏，我欣然应允，每月
坚持写作，保证供稿，加之投给其他刊物的稿件，至今积累了50多篇应用性文章。
现在回头看看，多少有点&ldquo;果压枝头&rdquo;的感觉&mdash;&mdash;这也是我们将其编辑成书的
重要原因之一。
　　之所以称这些文章为应用性文章，是因为它们都来自实践活动，解析、解决的都是当今我国企业
财税领域现存的常见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的来源过程不会&ldquo;变形&rdquo;，都是直接的、真实的、新鲜的。
这些年我们经常外出给广大财会人员授课，每次授课都留下足够的时间给广大学员朋友答疑，因此有
机会接触到很多真实的问题。
我们接触企业财税实务、收集疑难问题并归纳和总结之后，加上我们的解决方案，就陆续完成了一篇
又一篇深受市场欢迎的文章，被众多网站大量转载，其中有十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转登，更有一篇《新华文摘》转载。
能同时获得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一致认同，我们感觉到治学的路子走对了&mdash;&mdash;从实践中来到
实践中去，也享受到了天道酬勤的幸福！
付出的努力总会有收获，这本《税往低处流：中国企业减税方案设计》也要算是秋天的一个苹果了。
　　本书的亮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
　　一是实践性。
我们相信任何超越前人的学问，必来自人类的实践活动&mdash;&mdash;这也是我们的治学主张。
依靠实践的智慧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就成了我们的追求目标。
所以，我们谈论、解决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于我国企业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且都以实际操作案例的方
式呈现，实践性很强。
那些案例就像刚从地里拔出的水萝卜，新鲜、灵动且散发着大地的气息。
　　二是实用性。
实用性是由实践性决定的，我们的目的是解决包括企业&ldquo;疑难杂症&rdquo;在内的实际财税问题
，这些解决方案适用于存在相同或相似问题的企业。
在现行统一财税政策下，相信很多企业可以比照执行我们现成的解决方案。
正如一些学员听了我们的课感觉&ldquo;相见恨晚&rdquo;一样，看了该书的一些方案或建议，您或许
会觉得&ldquo;读晚了&rdquo;。
但我们认为，读了就不晚。
　　三是系统性。
系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不仅从税种，还从企业类型及其具体业务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
解决问题，从而构筑了中国企业全方位的财税案例库，以此来服务读者；二是我们的很多案例不是单
纯地如盲人摸象那样只从一个专业视角剖析问题，而是针对企业实务中存在的某一问
题&mdash;&mdash;这个问题在实务中不可能只涉及一个专业，从会计、税收、财务甚至审计等多个专
业视角，对其进行多专业聚焦，系统并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四是通俗性。
通俗性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因为我们知道，若读者看不懂文字，就等于知识没有传播过去
。
所以，我们主张用口语来传播专业知识，且身体力行多年。
二是插图，在读图时代，出于传播效果的考虑，我们给每一个案例都配有插图或表格，希望读者能过
目不忘，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除此之外，我们的文字还体现了时代性，那些案例均是时代的反映；还体现了创新性，我们创造
的专业词汇、行文格式，已挺立潮头；也更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我们是针对我国企业存在的问题，来
提出解决方案的。
　　我的历届研究生参与了部分资料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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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一部分，夏晓慧参与了第四讲的写作；李红润参与了第五讲、第二十四讲的写作；宋宇皎参
与了第三讲、第四讲、第二十五讲、第二十六讲、第二十七讲和第二十九讲的写作。
夏晓慧参与了第二部分第三讲的写作。
张雅静、卢宁玉等同学参与了书稿的校对工作。
　　虽尽力而为，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恭请广大读者、专家多提宝贵建议。
有关本书内容和其他财税专业问题，读者可发送邮件，或关注新浪微博（@葛长银或@长银财智）。
　　葛长银　　2012年6月28日于北京观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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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我国实战派财税专家葛长银先生，在他20多年从事财税咨询、全国讲座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结
合中国企业实务中存在的具体涉税问题、相关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为中国纳税人打造的权威节税筹
划著作。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结合实际、案例教学、语言通俗、易学易懂且专业实用。
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企业具体业务入手，介绍实用的节税案例及其方法与技巧；第二部分选
取不同企业类型，剖析了各类型企业的节税案例；第三部分讲解了中国现行主要税种的节税案例。
该书每个案例都配有图表，图文并茂，非常适合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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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MBA讲师，中工国际独立董事，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实战
派财税专家之一；撰写《大众会计学》，率先倡导我国的会计普及事业；推广“用大禹治水的方式治
税”的征收理念，多年来为多家中央企业做过财税诊断、管理咨询、干部培训及合作研究；常年担任
航天信息等多家培训机构培训师；《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等重要媒体对其
成果进行过专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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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于取得货币福利的员工来说，依据现行的税收政策，除了丧葬补助费、抚恤费以
及安家费、探亲假路费外，一些货币福利要并人工资总额纳税。
例如，在午餐费补贴方面，国税函[2009]3号文件规定，职工食堂经费补贴属于福利费范围，包括自办
食堂或未办食堂统一供应午餐，可在福利费列支；但是，对未统一供餐而按月以现金发放发给职工的
人人有份的午餐补贴，则应并入职工的工资薪金总额，计征个人所得税。
在住房、医疗补贴方面，财税字[1997]144号文件规定：企业以现金形式发给个人的住房补贴、医疗补
助应全额计入领取人当月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职工福利是否要并入领取人的工资总额纳税，取决于两点：一是判定该福利是否属于公共福利，属于
公共福利（如食堂补贴）就不涉及个税；二是个人领取货币的名义税法是否认同，如果税法认同，也
不涉及个税；如果税法不认同，就要并人工资总额纳税。
 （2）非货币福利的财税处理。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非货币性福利是指企业把自产产品发给职工作福利；企业拥有资产无偿
提供给职工使用（如上下班班车、集体宿舍）；企业为职工无偿提供医疗服务等。
 非货币性福利包括实物福利和非实物福利。
对于实物福利，视同货币福利，税法认同的，可以在税前扣除，并减免个人所得税；税法不认同的，
一般都属于超标发放，则要进行纳税调整，计缴个人所得税（国税函[2009]3号文对此规定得比较详细
，大家可以参照执行）。
 对于非实物福利，如奖励员工免费旅游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出台过相关规定。
《关于企业以免费旅游方式提供对营销人员个人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11号
）规定：按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对商品营销活动中，企业和单位对营销业绩突
出人员以培训班、研讨会、工作考察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通过免收差旅费、旅游费对个人实行的营
销业绩奖励（包括实物、有价证券等），应根据所发生费用全额计入营销人员应税所得，依法征收个
人所得税，并由提供上述费用的企业和单位代扣代缴，其中，对企业雇员享受的此类奖励，应与当期
的工资薪金合并，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其他人员享受的此类奖励，应作
为当期的劳务收入，按照“劳务报酬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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