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2 

Economics 

浅谈独立法人公司相关税收筹划 
 
方舟 
铁四院(湖北)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DOI:10.32629/ej.v2i2.132 
 
[摘  要] 成本核算和费用分摊是独立法人公司纳税筹划的主要方式。现阶段我国实行的财务会计法指出,针对企业成本核算

可实现纳税筹划,成本费用纳税筹划的方法有三种,分别为费用划分、费用列支和会计方法。下文将对其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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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立法人公司与税收筹划概述 

1.1 独立法人公司 

独立法人公司主要是按照公司设立的具有独立财产,且

可以自己名义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以全部自由财

产承担公司债务的组织。我国的独立法人公司通常由出资人

或股东以法律为标准设立,其目的主要为盈利,且为法人企

业。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均应按照公司法、税法等规定进行。

独立法人在法律地位、财务核算和税务征收方面均具有较强

的独立性。独立法人公司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限责任

公司,一种是股份有限公司。 

1.2 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也被人们称为合理避税,其主要起源于 1935

年英国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案。当时参与到该案的英国上

医院对税收筹划做出了初期界定。所有人都有规划和安排自

己事业的权利。若遵照法律所做的事情能够减少缴税,则不

应强迫其多缴税款,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当时法律界的一致认

同。在数十年的发展中,税收筹划的定义逐渐完善。标准的

税收筹划主要指在法定允许的范围内,事先筹划经营、投资

和理财活动,减少缴税,获取由节税带来的经济效益。 

2 税收筹划风险 

2.1 税收筹划基础缺乏稳定性所引发的风险 

中小企业税收规划中应具备完善的基础条件。如管理决

策层需对税收筹划的认识、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水平、企业

涉税的诚信度等。若中小企业不能全面掌控税收筹划,片面

认为税收筹划等同于钻空子搞关系或企业会计核算不完善,

则会计信息缺乏真实性,甚至存在逃税漏税的问题。若在上

述条件下开展税收筹划,则企业需要面对较大的风险。 

2.2 税收政策变化所引发的风险 

现如今,市场经济发展日渐深入,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经

济结构面临着大幅调整,税收政策也应随之做出适度的变化,

更好地顺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国家税收政策的不

确定性较强,且时效较短。税收筹划是一项事前行为,其也是

一个相对较为漫长的过程。若在税收筹划中发生了政策变化,

就会影响原有税收筹划方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而引发税

收筹划风险。 

2.3 税务行政执法缺乏规范性所引发的风险 

税收筹划具有合法性,其符合立法要求,但是其合法性

需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确定,而税务执法部门执法不规范也是

引发税收筹划风险的重要原因。所有的税种均在法律范围内

留有一定的变化空间,如税法中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税务

机关就能够结合自身的判断确定其是否为纳税行为。受税务

行政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税收政策执行偏

差不可避免,因此企业的合法税收规划行为得不到保障,甚

至被执法部门认定为偷税漏税行为,同时还可能出现无视企

业的偷税漏税行为,无法引导企业正确认识税收规划,最后

产生更为严重的税收规划风险。 

2.4 税收筹划目的不明所引发的风险 

税收筹划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内容,税后获取

最高利润仅为税收规划的阶段性目标,其根本目标是提高纳

税人企业的价值。所以,税收筹划应满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的基本要求。若企业的税收规划方式无法满足生产经营的基

本要求,税收抑减效应影响了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则企业的

经营机制也会处于无序状态,企业需要面对较大的损失。 

税收筹划成本主要由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构成。前者主

要指税收筹划产生的所有费用均体现在税收筹划当中。后者

主要指机会成本,其是纳税人采用了拟定的税收筹划方案而

放弃的利益。如企业采用增加税收利益方案,而致使资金占

用显著增加,进而使企业失去其他的投资机会,损失的其他

投资机会就是企业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这也会引发筹划成

果与成本无法收回的风险。 

税收筹划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其是手段,

并非目的。若不能正确认识收水筹划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

定。例如,部分企业为了减少需要缴纳的所得税而出现大肆

浪费的情况,其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为了迎接免税期,

企业忽视了自身的生产经营,出现了大范围亏损的问题,这

种方式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直接导致税收筹划失败。 

3 税收筹划的应用分析 

3.1 税收筹划在筹资中的应用 

筹集资金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企业

应采用多种方式筹集资金。而若要实现上述目标,则应做好

筹资决策工作。在筹资决策中应用税收筹划可减少企业的资

金成本,完善企业的资金结构。企业外部筹资主要采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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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和债券两种方式,两种方式的特点不同,从企业税收筹

划的角度来看,发行债券更利于企业发展,发行债券所需的

费用能够列入企业在建工程或财务费用当中。 

财务费用可作为抵税项目,在税前列支,企业可少缴所得

税。若发行股票及为股东支付的股利主要来源于税后利润,与

发行债券相比,其需要多缴所得税。所以,企业筹资时要以符

合国家经济政策为前提,利用税收筹划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

另外,在筹资决策中应用税收筹划减少税收的同时,并不一定

意味着所有者经济效益的增加,故而除了关注筹资过程中所

缴纳的所得税外,还需考虑企业能否在税后获得最大收益。 

3.2 税收筹划在投资中的应用 

投资决策中应用税收筹划可结合投资方向、地点、形式

和伙伴,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以投资方式来看,企业投资主

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投资,一种是间接投资。间接投资主

要指企业在股票和债券等多种金融产品上的投资。税法中明

确规定,购买国家债券所获得的收入只可免除企业所得税。

购买企业债券所获得的收入则必须缴纳所得税。购买股票所

获得的股利为税后的收入,因此无需纳税,但是其存在较大

的风险。如企业选择直接投资,则其需要面对更多的税收问

题。如企业选择直接投资,则需仔细比较货币资金投资与非

货币资金投资的利弊。 

企业采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对外投资时,要积极开展

资产评估,被投资企业要按照评估后确认的价值明确资产的

计税成本。如被评估资产的合理增值。另外,投资方需明确

非货币资产转让所得,同时将其计入到纳税所得额当中。若

转让所得额度较大,纳税难度较大,经税务机关批准可在五

年之内分期摊入到纳税所得额当中。且被投资方要适度增加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和无形资产摊销费用,从而降低当期应税

利润。 

3.3 税收筹划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 

3.3.1 税收筹划在存货计价方法选择中的应用 

企业经营成本受存货计价方法的影响,企业的应税利润

和所得税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按照当前税法的规定,存货计

价主要分为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和移动平

均法。不同的方法对企业纳税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异,应结

合实际确定存货计价的方法。在物价上涨时,可选择后进先

出法,该方法充分满足了稳定性的要求,显著降低了期末存

货成本,提高销货成本,且减轻企业税负,增大税后利润。如

物价不断下降,则可选择先进先出法,其可有效降低期末存

活价值,增大销货成本,降低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企业的

税收负担。物价波动较大时,可选择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

法,上述方式可避免由于各期利润变化所引发的应税额不断

变化的问题。 

3.3.2 税收筹划在折旧方法选择中的应用 

折旧通常计入产品成本或期间费用当中,因此对企业的

当期成本、费用和利润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合理选

择折旧方式,保证折旧计算的准确性十分关键。固定资产折

旧方法较多,主要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

双倍余额递减法等。若选择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

其可增加资产使用前期折旧的提取量,减少企业缴纳的所得

税额度,其等同于向国家借贷了一笔无息贷款,显著降低了

企业的资金成本。 

计算折旧中,需充分考虑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净残

值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新会计制度并未明确固定资产预计

使用年限和淤积净残值。因此,企业可结合实际选择年限计

提折旧,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且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能

够保证固定资产成本回收,进而实现延期纳税的目的。 

3.3.3 税收筹划在费用列支的选择中的应用 

首先,针对已经发生的费用及时核销入账,如出现坏账、

存盘亏损或损毁时,应将其列入到费用当中。其次,合理淤积

发生的费用、损失,同时做好预提入账工作。最后,缩短成本

费用摊销期,提高前期费用,进而延长纳税时间,减轻税负。 

4 结束语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能够有效减少企业税费,提高企业的

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应当正确认识税收筹划所引发的风险,

并以此为基础,合理应用税收筹划,最终为企业创造出更高

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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