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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筹划要用足地方政策

【摘要】既然《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了地方税务机关对税法的解释权，那么纳税人就可以利用相关地方规定进行有

效的纳税筹划。本文从河北省国、地税的一些税收政策入手，提出了如何利用地方税收政策进行纳税筹划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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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买一赠一等促销方式的纳税筹划

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

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第三条明确规定，企

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

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

销售收入。但其中没有关于这一涉税业务的增值税处理规定。

因此，从理论上讲，买一赠一的行为仍然有可能被认定为将赠

品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额而计征增值税。而河北省国家税务

局《关于企业若干销售行为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冀国税

函［2009］247号）中明确：企业在促销中，以“买一赠一”、购物

返券、购物积分等方式组合销售货物的，对于主货物和赠品

（返券商品、积分商品，下同）不开发票的，就其实际收到的货

款征收增值税。对于主货物与赠品开在同一张发票上的，或者

分别开具发票的，应按发票注明的合计金额征收增值税。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均为收到货款的当天。企业应将总的销售金额

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销售收入。

例 1：假设某商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利润率为20%，

现销售 400元（含税）商品，进货成本为 320元（含税）。元旦期

间欲采用 4种方案进行促销，买一赠一是其中之一，赠品含税

进价为 24元，售价为含税价 40元。

按照视同销售的规定，该企业应纳增值税税额=［400/（1+

17%）伊17%原320/（1+17%）伊17%］+［40/（1+17%）伊17%原24/

（1+17%）伊17%］=13.94（元）。如果主货公允价值为 364元，赠

品为 36元，按照冀国税函［2009］247号文件的规定，该企业

应纳增值税税额=（364+36）/（1+17%）伊17%原（320+24）/（1+

17%）伊17%=8.14（元）。后者比前者节税 5.8元（13.94原8.14）。

二、企业因故欠发工资薪金的税务处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3 号）第一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

出，准予扣除。

而河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

通知》（冀地税函［2009］9号）规定，关于企业因故形成的欠发

工资，按下列规定执行：即企业当年计提工资记入“应付工资”

科目，实际发放工资的部分，另一部分形成欠发工资。这部分

欠发工资在次年汇算清缴期限内发放的，准予作为当年工资

进行扣除；超过汇算清缴期限的，按下年实发工资进行处理。

例 2：假设某企业 2011年全年累计利润总额为 28万元，

人数为 50人，资产总额为 800万元，基本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认定标准，但该企业欠发 12月份职工工资 6万元，在 2012年

2月才实际发放。

如果按照一般规定，欠发的 6万元工资应调增应纳税所得

额，此时，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 34万元，已不符合小型微利

企业认定标准，应该按照一般企业缴纳 8.5万元（34伊25%）的

企业所得税。但如果按照冀地税函［2009］9号文件的规定，因

为 2012年 2月实际发放工资的时间处于 2011年度所得税的

汇算清缴期限内，所以，可以不必调整应纳税所得额，即按照

小型微利企业缴纳所得税 5.6万元（28伊20%），后者比前者可

节税 2.9万元（8.5原5.6）。如果 2011年仍比照 2009、2010年享

受减半征税的优惠政策，则只需缴税 2.8万元，节税可达 5.7

万元（8.5原2.8）。

三、个人工资薪金的纳税筹划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工资、

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

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

的其他所得。

而河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

通知》（冀地税发［2009］46号）规定：第一，各单位向职工个人

发放的交通补贴（包括报销、现金等形式），按交通补贴全额的

30%作为个人收入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当地政府（县以上）规定标准向

职工个人发放的通讯补贴（包括报销、现金等形式）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超过标准部分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

所得税；各类企业单位，参照当地行政事业单位标准执行，但

企业职工个人取得通讯补贴的标准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月

500元，在标准内据实扣除，超过当地政府规定的标准或超过

每人每月 500元最高限额的，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

人所得税；当地政府未规定具体标准的，按通讯补贴（包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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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现金等形式）全额的 20%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

所得税。

例 3：假设某企业一名普通职工扣除“五险一金”后应计

发工资 6 000元。

如果按照一般规定，该员工应纳个人所得税为 145 元

［（6 000原3 500）伊10%原105］。如果将 6 000元划出 500元作为

交通补贴、300元作为通讯补贴，则按照冀地税函［2009］46号

文件，该员工应纳个人所得税=［6 000原500伊（1原30%）原300伊

（1原20%）原3 500］伊10%原105=86（元）。后者比前者节税 59元

（145原86）。

四、财产租赁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十

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征

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47号）第八条第一、二款“关于财产租赁所得的征

税问题”，沿用了国税发［员怨怨源］园愿怨号文件的说法，即：纳税义

务人在出租财产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和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

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教育费附加，可持完税（缴款）凭证，

从其财产租赁收入中扣除；纳税义务人出租财产取得财产租

赁收入，在计算征税时，除可依法减除规定费用和有关税、费

外，还准予扣除能够提供有效、准确凭证，证明由纳税义务人

负担的该出租财产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允许扣除的修缮费

用，以每次 800元为限，一次扣除不完的，准予在下一次继续

扣除，直至扣完为止。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得出结论，纳税人的

个人财产租赁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如下：每次（月）

收入超过 4 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月）收入额原准

予扣除项目原修缮费用 800元为限］伊（1原20%）。

而河北省地方税务局 2008年 1月 7日发布的《关于个人

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冀地税函［2008］5号）第三条

规定，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四千元以上的，法定费用扣除

标准为每次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

式为：应纳税所得额越租赁总收入-税费-修缮费-租赁总收

入伊20豫。

例 4：假设某居民个人 2011年 12月出租个人拥有产权

的商业门面，月租金收入为 5 500元，当月发生修缮费 800元。

按照一般理解，该居民应纳个人所得税计算如下：应纳税

所得额=5 500原5 500伊5%伊（1+7%+3%）原5 500伊12%原800=

3 737.5（元）。应纳个人所得税=（3737.5原800）伊20%=587.5（元）。

而如果按照冀地税函［2008］5号文件的规定，该居民应

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如下：应纳税所得额=5 500原5 500伊5%伊

（1+7%+3%）原5 500伊12%原800原5 500伊20%=2 637.5（元）。应纳

个人所得税=2 637.5伊20%=527.5（元）。比前面要节税 60 元

（587.5原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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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取证数据接口的功能布局与实现方法

【摘要】信息化审计取证是会计数据交换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在当前会计信息交换理论和技术条件下，其关键问题

是数据接口的功能布局与实现方法如何更方便有效地满足审计取证的需要。目前主要有双接口、直接抽取和独立接口等布

局模式，本文以 AO2008系统下的一个应用案例说明了独立接口布局的一种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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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取证的主要内容是获得会计系统的凭证、账簿和报

表信息。在信息化环境下，审计取证就是会计信息系统和审计

信息系统之间的一种数据交换行为。由于两种系统的数据异

构，审计取证必须通过数据接口才能实现。

现有研究主要就单一应用环境的会计—审计数据交换提

出解决之道。随着会计数据交换技术和标准的发展，会计—审

计数据接口的设计思路也将不断完善。本文对审计取证数据

接口的功能布局与实现方法进行了讨论。

一、审计取证中会计数据交换的理论基础

1. 会计数据交换的影响因素。信息是由信息生产者生产

出来的，信息生产根据深度分为一次信息生产、二次信息生产

和三次信息生产。会计数据属于二次信息生产的结果，因此会

计数据生产必然和相关的一级信息生产和三级信息生产或信

息消费进行信息交换。这种交换或交易是会计数据生产的延

续，其交换效率与会计数据需求、交易成本和交换的技术因素

相关。我们用 E表示会计数据交换的效率系数、D表示对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