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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案例介绍
北京某综合商场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各种商品，为一般

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7%，企业所得税采取查账征收方式，企
业所得税税率25%，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分别为7%和
3%。为吸引顾客，2012年末商场准备采取促销方式进行销售。

公司财务经理认为有四种促销方式可供选择：淤采取商
业折扣（或折扣销售）方式，让利20%（打八折），即：原价为100
元的商品，按80元销售，开票价为80元；于返还20%的购物券，
即按原价销售，但返还20%的购物券；盂按原价销售，但返还
20%的现金；榆加量不加价的组合销售方式，即按原价销售，
返还20%的商品。

为便于筹划，假设该商场每销售原价100元的商品，企业
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工资和其他费用为6元，销售利润率为
30%，该商场当月销售了原价为20 000元（含税价）的商品。为
遵循纳税筹划的全面性原则，该商场尽量考虑城建税和教育

费附加、个人所得税等税种。对该商场来说，选择哪种促销方

式最有利呢？

二尧不同方案下的纳税筹划分析
方案一：采取让利20%的促销方式
方案一属于打折销售行为，卖出商品在原价的基础上打

折20%，且销售发票直接按打折后的价格开具，符合国家税务
总局《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发［1993］154号）的
规定，即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

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

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

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当然，此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

收入与增值税条例规定的销售额是相同的。即含税销售额为

16 000元［20 000伊（1原20%）］，其他工资和费用为1 200元
（20 000伊6%）。该促销方式不涉及个人所得税问题。

该方案税负和税后利润计算如下：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原进项税额=16 000衣（1+17%）伊
17%原20 000伊（1原30%）衣（1+17%）伊17%=290.60（元）

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290.60伊（3%+7%）=29.06（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16 000衣（1+17%）原20 000伊（1原30%）

衣（1+17%）原1 200原29.60］伊25%=120.09（元）
现金净流量=16 000衣（1+17%）原20 000伊（1原30%）衣（1+

17%）原1 200原29.06原120.09=360.25（元）
方案二：采取返券20%的促销方式
方案二中，购买20 000元的商品，返还4 000元的购物券，

用这些购物券可以购买商场的其他商品。当然，购物券并不能

任意购买任何商品。因此，存在有些顾客没有使用完这些购物

券的情况，也存在用完购物券又加现金购买商品的情况。该商

场无法统计这些情况发生的概率，假设4 000元的购物券消费
者只使用了一半。此方案下销售20 000元的商品必定开具销售
发票20 000元，然而，这里用购物券购买的商品是否开发票，
且是否视同销售，购进成本能否税前列支等问题，学者们有

争议。

（1）确定返券促销的性质。返券促销不属于商业折扣（方
案一），因为商业折扣是没有其他商品随同销售的。返券促销

实质上属于“买一赠一”行为。

（2）关于“买一赠一”行为，仅《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中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很明显，此处“买一赠一”

行为并不是无偿赠送，而是以购买商品为条件的赠送。

不过，部分地方的国税部门对“买一赠一”行为做了直接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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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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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

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安

徽省国税局《关于若干增值税政策和管理问题的通知》（皖国

税函［2008］10号）规定，商业企业在顾客购买一定金额的商品
后……使用代金券购买商品的行为，不属于无偿赠送商品的

商业促销方式之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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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通过一个例子计算了四种商业促销方式下不同的税负及税后利润，并就纳税筹划

中存在的争议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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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应按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以上两个省都明确规定赠

送行为不应视同销售。

笔者认为，以“买一赠一”、购物返券、购物积分等方式组

合销售货物的行为，不属于无偿赠送行为，赠送的商品和积分

不应视同销售，该赠送品的价款不应作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

在本案例中，销售20 000元的商品再送4 000元的购物券，只
能以20 000元的含税销售额计算销项税额，即为：20 000衣（1+
17%）伊17%=2 905.98（元）。而进项税额应按实际售出商品和
赠送商品的购进价合计来计算，为：22 000伊（1原30%）衣（1+
17%）伊17%=2 237.61元。

国税发［1993］154号文件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
货物……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

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有学者因此认为，如果赠送的

货物不在同一发票上注明的，赠品应该视同销售。这值得商

榷。这里的“折扣方式”是否包含“买一赠一”行为，国家税务总

局没有规定。一般认为，折扣指销售折扣（现金折扣）和折扣销

售（商业折扣）。而现金折扣是一种理财融资行为，在税法和

会计上都允许作为财务费用税前列支。笔者认为，这里的“折

扣方式”是专指商业折扣（折扣销售）。因此，返券促销与折

扣销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里的“折扣方式”不包含“买一

赠一”。

（3）企业所得税法对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的规
定很明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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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按各项商品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

因此，销售20 000元商品同时返还4 000元购物券（实际得到2
000元商品）的行为，相当于“买一赠一”方式。在本案中，其含
税销售额为20 000元，销售收入应确认为17 094.02元［20
000衣（1+17%）］，同时，销售商品和赠送商品的购进成本应根
据会计上的配比原则计算销售成本：22 000伊（1原30%）衣（1+
17%）=13 162.39（元）。
（4）该促销方式下，企业不涉及个人所得税问题。理由见

方案三的相关分析。

（5）方案三的税负和税后利润计算如下：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原进项税额=20 000衣（1+17%）伊17%原22 000伊（1原30%）
衣（1+17%）伊17%=668.38（元）

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668.38伊（3%+7%）=66.84
（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20 000衣（1+17%）原22 000伊（1原30%）
衣（1+17%）原1 200原66.84］伊25%=666.20（元）

现金净流量=20 000衣（1+17%）原22 000伊（1原30%）衣（1+
17%）原1 200原66.84原666.20=1 998.58（元）

方案三：采取返还20%现金的促销方式
在本方案中，销售20 000元的商品应确认含税销售额

20 000元。企业所得税法和增值税条例对销售额的规定是一

致的。那么，返还的4 000元现金能否再税前扣除？根据企业所
得税法的规定，返还的4 000元现金不属于无偿捐赠，更不属
于公益性捐赠，不能在税前扣除。

该方案税负和税后利润计算如下：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原进项税额=20 000衣（1+17%）伊
17%原20 000伊（1原30%）衣（1+17%）伊17%=871.80（元）

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871.80伊（3%+7%）=87.18（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20 000衣（1+17%）原20 000伊（1原30%）

衣（1+17%）原1 200原87.18］伊25%=960.26（元）
现金净流量=20 000衣（1+17%）原20 000伊（1原30%）衣（1+

17%）原1 200原87.18原960.26原4 000=原1 119.23（元）
方案四：采取加量不加价的组合销售方式

该方案下买20 000的商品赠送4 000元商品，《增值税条
例》和《企业所得税法》对销售额的规定是一致的，性质上属于

“买一赠一”，计算方法同方案二，含税销售额为17 094.02元［20
000衣（1+17%）］，同时，销售商品和赠送商品的购进成本应根
据会计上的配比原则合计计算销售成本，并计算进项税额。

该方案税负和税后利润计算如下：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原进项税额=20 000衣（1+17%）伊
17%原24 000伊（1原30%）衣（1+17%）伊17%=464.90（元）

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464.90伊（3%+7%）=46.50
（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20 000衣（1+17%）原24 000伊（1原30%）
衣（1+17%）原1 200原46.50］伊25%=372.14（元）

现金净流量=20 000衣（1+17%）原24 000伊（1原30%）衣（1+
17%）原1 200原46.50原372.14=1 116.40（元）

三尧纳税筹划方案比较

由表可知，方案二作为最优方案，现金净流量最大。次优

方案应该是方案四，方案三是最差的方案。根据纳税筹划的一

般原则，企业应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而不是最优的方案。

企业对方案的选择需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仅考虑自身的利

益最大化，还应兼顾顾客的心理等因素作出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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