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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2009年开始，我国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将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大幅的调整，这也
对企业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书紧跟税务发展的前沿，根据新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相关税务法规的规
定，在前版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
本书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财务人员更加方便快捷地执行日常工作，也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提供了经营决
策的新思路。
     与一般的纳税书籍相比，本书具有紧贴时代的脉搏，真正把握了最新的法律法规；讲解深入浅出，
清晰明白；内容紧贴实务，易查易用等特点。
对于所有常见的问题都以小标题的形式出现，方便了读者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是企业财务人员不
可多得的一本日常税务工作手册，同时，也可供企业管理层管理企业财务税务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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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增值税1-1增值横的纳税范围如何确定？
根据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增值税暂行条例》
）的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
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概括地讲，现行的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销售或者进口的货物其中货物是指有
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在内。
（2）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其中加工是指受托加工货物，即委托方提供原料及主要材料，受托
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制造货物并收取加工费的业务；修理修配是指受托对损伤和丧失功能的货物进行
修复，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的业务。
1-2属于征税范围的特殊货物有哪些？
在实务中，对于某些特殊项目是否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还需要具体确定。
根据税法规定，属于征税范围的特殊项目有：（1）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应当征收增值税；（2）货
物期货（包括商品期货和贵金属期货），应当征收增值税，在期货的实物交割环节纳税；（3）典当
业的死当物品销售业务和寄售业代委托人销售寄售物品的业务，均应征收增值税；（4）集邮商品（
如邮票、首日封、邮折等）的生产，以及邮政部门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销售的，均应征收增值税。
1-3属于征税范围的特殊劳务行为有哪些？
根据200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的规定，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特殊行为主要分为三类：（1）视同销售货物行为。
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①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②销售代销货物；③设有两
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至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
同一县（市）的除外；④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⑤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
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⑥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⑦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⑧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
他人。
上述8种行为确定为视同销售货物行为，均要征收增值税。
（2）混合销售行为。
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发生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
应当征收增值税。
（3）兼营非应税劳务行为。
增值税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如果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非应税
劳务的营业额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
1-4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与扣缴义务人如何确定？
（1）单位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是指一切从事销售或者进口货物、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
包括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和各种性质的单位。
（2）个人凡从事货物销售或进口、提供应税劳务的自然人都是增值税纳税义务人。
（3）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根据1993年12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决定，
从1994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凡从事货物销售或进口、提供应税劳务的，都不再缴纳
工商统一税，改为统一缴纳增值税，为增值税纳税义务人。
（4）承租人和承包人企业租赁或承包给他人经营的，以承租人或承包人为纳税义务人。
（5）扣缴义务人境外的单位或个人在境内销售应税劳务而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其应纳税款以
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没有代理人的，以购买者为扣缴义务人。
1-5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资格如何认定？
根据新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小规模纳税人资格的标准规定如下：（1）从事
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
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以下简称应税销售额）在50万以下的；（2）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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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80万元以下的。
以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的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是指该类纳税人的全部年
应税销售额中货物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超过50％，批发或零售货物的销售额不到50％。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人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
税行为的企业也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规定中所提到的销售额，是指不包括其应纳税款的销售额。
1-6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如何认定？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一般纳税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规定的小规模纳税
人标准的企业和企业性单位。
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定的一般纳税人，可采取进项抵扣的方式计算应纳税额，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但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纳税人，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
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于年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以上的增值税纳税人，应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不得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处理。
【注意错弊】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标准的小规模企业及实行个体经
营的小规模纳税人，只要会计核算健全，能准确核算并提供销项税额、进项税额的，也可以认定为一
般纳税人。
其具体条件为：①在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②在税务部门办理了税务登记；③在银行开设结算账户
；④单独建账核算并有专职财会人员；⑤能按规定提供应税货物、劳务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资料。
个体经营者，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时，亦应基本具备上述条件。
1-7如何利用增值税纳税人资格进行避税？
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其所使用的税率不同，税收优惠的政策也有很
大区别。
我们知道，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的目的在于减少税负支出，降低企业的现金流。
那么，企业到底选择那种纳税人资格才对自己有利呢?主要考虑以下几点：（1）产品增值率因素产品
的增值率决定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的轻重。
通过计算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平衡点，可以确定这两种资格下的税负的轻重。
在增值税税率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进项税额和增值率决定了企业税负的大小。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销收收入×增值率×增值税税率进项税额=销项收入（不含税）×（1-
增值率）×增值税税率增值率=[销售收人（不含税）-进项价款]／销售收入（不含税）或者增值率=（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可以看出，增值率与进行税额成反比，销项税额成正比。
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销售收入×17％×增值率对于小规模
纳税人而言，应纳税额=销售收入×3％应纳税额无差别平衡点则是：销售收人×17％×增值率=销售
收入×3％增值率=3％／17％×100％=17.6％所以，对于企业，当增值率为17.6％时，两者税负相当；
当增值率高于17.6％时，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当增值率低于17.6％时，小规模纳税人
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人。
由于增值率的计算非常麻烦，在实际的操作中比较难处理，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增值税率的计算公式做
进一步的转化：增值率=（销售收入（不含税）-进项价款）／销售收入（不含税）=1-购进价款／销
售收入（不含税）假设可抵扣的进项价款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重（即购进价款／销售收入（不含税）
）为T，则可以得到：17％×（1-T）=3％求得T=82.4％也就是说，当企业可抵扣的进项价款占不含税
销售额的比重为82.4％时，两种资格的纳税人的税负一样重；当该比重大于82.4％时，小规模纳税人的
税重于于一般纳税人；当该比重小于82.4％时，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
现在我们再来考虑含税的情况。
对于生产性企业有：（销项收入-进项价款）×17％／（1+17％）=销项收入×3％／（1+3％）进项价
款／销项收入=80％这就是说，当企业的的含税进货价款为提前销货价款的80％时，两种资格的纳税
人的税负一样重；当该比重大于80％时，小规模纳税人的税重于于一般纳税人；当该比重小于80％时
，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
这样，企业就可以通过其经营的货物的增值率水平来选择不同的纳税人资格，从而达到税收筹划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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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当然，小规模纳税人要转化成一般纳税人还必须具备税法所规定的一定条件。
【例】某批发企业年应税销售额100万，符合一般纳税人的条件。
准予抵扣的进项价款为10万，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应纳税额为15.3万（100×17％-10×17％）。
如果把这个企业分设成两个独立核算的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则分立的两个单位的年应税销售额为50万
和50万（假设为不含税销售额），按照3％的征收率纳税。
显然，化小核算后的小规模纳税人只需要缴纳3万，比原单位少缴纳12.9万。
（2）成本因素在选择纳税人资格时，还需要考虑的是设置账簿的成本。
为了达到一般纳税人资格，企业可能需要配备专门的会计人员，进行专门的税务培训，这些都会产生
成本。
如果一般纳税人带来的成本降低大于所需要的成本，则可以选择一般纳税人资格；反之，则应该保留
小规模纳税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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