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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发布了《关于征求（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意见
的函》。
同年5月5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布《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国税发[2009]90号，简
称《指引》）。
《指引》中明确提出，税务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税务规划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并符合税法
规定”。
这是我国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税收规划”这一名词。
笔者认为，这至少表明了我国税务主管部门对于“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并符合税法规定”的税收筹
划的一种认可。
尽管“税收筹划”行为早已作为世界各国纳税人进行税收管理的一项必备内容，并且已经发展得较为
成熟，但是世界各国的税务主管部门似乎对这一行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或者说不支持。
笔者认为，这与“税收筹划”同“恶意避税”在实践中经常难以区分有关，那些刻意避税的纳税人往
往针对现行税法的漏洞，游走在税法的边缘，最终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
有些纳税人甚至铤而走险，试图利用各种方式逃避税务部门的监管，直接逃避纳税。
用三个简单的名词就可以概括和区分上述的三种情况，即“节税”、“避税”和“逃税（偷税）”。
纳税人能够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的税收规划从而节约税款，就是“节税”
，这是被允许和鼓励的。
显然，我国的税务机关对这种情况是认可和支持的。
而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针对税法规定的不明确或者歧义，获得少缴税款的收益被认为是“
避税”。
在实践中，我们有时是很难分辨哪些行为是避税的，哪些行为是节税的。
但是，从长远来看，企业的避税行为一定不会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而其所针对的税收法规漏洞必然
会被弥补。
因此，从税收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避税行为必然导致企业未来税收风险的增加。
同时，随着税法的不断完善，企业的避税空间也将越来越小。
至于“逃税（偷税）”则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导致违反税法的行为都是必须受到法律
的制裁的，针对这种情况，税务机关更多地是通过执法层面的改进来加以控制的。
在我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伊始，税务专家唐腾翔、唐向老师就出版了专著《税收筹划》，表明学术
领域早就开始关注这一课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民间的税收筹划活动逐渐活跃起来，但是由于税法的相对不完善以及对其缺乏系
统有效的理解，“税收筹划”演变成为了“避税”的代名词，各种以“钻空子”、“打擦边球”形式
的“筹划”方法方案大行其道。
鉴于此种情况，2000年，《中国税务报》专门增设了“筹划周刊”版面，开始较为全面地介绍税收筹
划的基本理念，并刊发各类符合税法规定案例以引导纳税人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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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税制要素分类的方式，以不同税种展现了我国近年来税收筹划的基本理念、技术以及筹划切
入点，并对最新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解读，提供了对应的筹划思路。
    全书共分为7章，分别为：税收筹划总论、增值税的税收筹划、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个人所得税
的税收筹划、企业重组的税收筹划、发票管理和典型案例分析。
本书在正文中穿插了大量专栏，提供了国内外税收筹划中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并涉及财务会计、法律、
金融等多方面内容。
    本书既可供财政学、税收学、会计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使用，也可作为EMBA、MBA、MPAcc
以及MPA的教材，同时对于税务工作者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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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融资租赁的固定资产。
差异同样出现在入账价值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需要按照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
的现值较低者入账，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则要求，由合同约定的就按照合同，合同未约定的
则以公允价值入账。
按照这两个规定，税法上的入账价值一般会超过会计上的入账价值，因此需要纳税调整减少应税所得
。
第四，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
这方面的问题由于一直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因此总是引起纳税人的疑惑。
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大修理支出达到条件的按照“长期待摊费用处理”，未达到条件
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而会计上则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原值随折旧处理的。
因此，如果是计入待摊费用，则先应调减固定资产，再调增长期待摊费用；而如果是当期扣除，则需
要作调减固定资产，进而调增应税所得。
第五，固定资产改建支出。
按照税法要求符合条件的计入“长期待摊费用”，不符合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中。
而会计上一般采用计入当期损益或者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中处理。
因此，造成的差异调整同大修理基本一致。
第六，开（筹）办费用。
按照国税函[2009]98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第九条规定
，“新税法中开（筹）办费未明确列作长期待摊费用，企业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
也可以按照新税法有关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规定处理，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
”而《企业会计准则》则要求，“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从发生的当月直接扣除”。
因此，只有企业在选择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时，才需要调增应税所得。
上述六项是资产折旧和摊销方面的税会差异，本质上来看均属于时间性差异，当然诸如分期付款和融
资租赁中的差异是通过其他项目调整的除外。
从筹划的角度来看，当企业面对的税收政策（税率）相对固定时，时间性差异能够给纳税人带了税收
的时间收益。
而当企业面对的税率可能发生变化时，时间性差异则是调整应税所得的最好方法。
例如，企业如果处在免税期，则应该尽量延长折旧期或者延缓费用的扣除，反之如果未来能够获得免
税或者税率的降低，则应该尽快计提折旧或者加速费用的扣除。
这一技巧作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方面的基本筹划原则，读者应该明了并活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的问题。
在这方面，显然只有会计上的折旧年限小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时，才需要进行纳税调增。
同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尽管企业所得税法仅仅规定了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但是并不表示企业可
以使用超出真实原则的折旧年限。
另外，在国税函[2009]98号文中也规定了新税法实施前已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折旧的衔接问题，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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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税收筹划业务从20世纪90年代首次在我国提出到目前广泛被纳税人接受，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近年来，社会上各种针对企业涉税问题的专项培训和讲座也日益增多，《税收筹划》基本上已经成为
财务人员的必备知识之一。
2005年，在我国天津召开的“MPAcc《税务筹划》研讨会”上，各大高校的与会者均反映《税收筹划
》课程是学员们公认的最具实用价值的课程之一，职业会计硕士作为企业高级财会人才，必须掌握税
收筹划的理念、规律和基本方法。
其实，从国外情况来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早已将以《税收筹划》课程为核心的税收方向
作为培养职业会计硕士的三大专业方向之一。
②可见，《税收筹划》的教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具备广泛的社会需求，必然成为我国职业会计教
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然而，在我国21所试点招生MPAcc高校，大多数高校均将《税收筹划》课程设置为“方向必选课或者
选修课”，仅仅有少数院校单独设置了税收专业方向。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税收筹划》课程需求和供给上的矛盾，是什么原因限制了《税收筹划》课程的
发展，《税收筹划》课程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呢？
本文将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设置《税收筹划》课程体系的一些建议。
1.《税收筹划》课程供需矛盾的成因（1）税收筹划业务本身的高要求所谓“税收筹划”是指通过对企
业相关业务的调整从而控制相关业务税收风险、降低税收负担，并达到增加企业整体收益的一种规划
活动。
从目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来看，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同了税收筹划法律性、前瞻性和整体性的三大原
则。
从法律性和前瞻性来看，税收筹划业务要求从业者必须对相关业务的流程及其涉税法律法规有充分的
了解。
这样的要求背后是从业者丰富的税收法律知识以及对企业业务经办程序的了解。
也就是说，在业务合同尚未签订之前，从业者必须能够预见到未来业务中存在税收问题，并给予税收
法律支持。
在这之后，筹划人员需要提出税收筹划的切入点，从而达到帮助企业降低税负、控制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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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税收筹划》：丛书特色：系统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重点讲解简洁明了，避免艰深。
内容新颖前沿，反映本学科最新理论的发展方向。
强调学以致用，理论和实务相结合，注重案例教学。
配套教学资源完备，可以提供免费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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