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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纳税筹划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纳税筹划理

论和实务都在不断发展。很多企业的纳税筹划也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综观诸多筹划方案，有些筹划方案是基于对税法的

错误理解，贸然实行不仅不会降低税负，反而会增加企业的

涉税风险；有些筹划方案虽然可降低单方的税负，但同时却

增加了其他契约方的税负；还有些筹划方案本身看的确可

行，但是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其可操作性并不强。本文通过分

析一个比较典型的商业促销案例，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案例分析

某大型商场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能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企业所得税实行查账征收方式。假定该商场销

售价格为100元，平均成本为50元。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场的知

名度和提升销售业绩，拟推出“满 100送 20”活动，即每购买

100元商品，送出20元的优惠。

现有以下三种促销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顾客购物满 100元，商场送八折商业折扣的优

惠。

方案二：顾客购物满 100元，商场送加量，顾客可再选购

价值20元商品（成本是10元）。实行捆绑式销售，总价格不变。

方案三：顾客购物满 100元，商场赠送折扣券 20元（不可

兑换现金，下次购物可代币结算）。

以上金额为含税价，增值税税率为17%，同时假定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25%。试分析上述哪种促销方案税后利润最大（不

考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

1. 对三种促销方案的分析。为便于比较，假定三种促销

方案下顾客均购物 100元，分析计算各方案下该商场的获利

及纳税。

方案一：满 100送折扣。在此方案下，商场采用“打折销

售”促销模式，实为商业折扣。根据现行税法规定，销售额和

折扣额如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则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

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可见在此情形下，销售收入已发生变

化，其大小为折扣后的金额。则：

商场应纳增值税=80÷（1+17%）×17%-50÷（1+17%）×

17%=4.36（元）

销售毛利=80÷（1+17%）-50÷（1+17%）=25.64（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25.64×25%=6.41（元）

税后利润=25.64-6.41=19.23（元）

方案二：满100送加量。在此方案下，商场采用“加量不加

价”促销模式，实质是通过捆绑销售规避“无偿赠送”之嫌，其

销售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加量部

分成本却可以正常列支。因此有：

商场应纳增值税=100÷（1+17%）×17%-50÷（1+17%）×

17%-10÷（1+17%）×17%=5.81（元）

销售毛利=100÷（1+17%）-50÷（1+17%）- 10÷（1+17%）=

34.19（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34.19×25%=8.55（元）

税后利润=34.19-8.55=25.64（元）

方案三：满100送赠券。在此方案下，商场采用“赠送折扣

券”促销模式，其销售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但顾客却获得了下

次购物的折扣期权。商场本笔业务应纳税及相关获利情况为：

应纳增值税=100÷（1+17%）×17%-50÷（1+17%）×17%=

7.26（元）

销售毛利=100÷（1+17%）-50÷（1+17%）=42.74（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42.74×25%=10.69（元）

税后利润=42.74-10.69=32.05（元）

2. 结论。按上述计算方法，方案一、方案二和方案三的税

后利润依次分别为 19.23元、25.64元和 32.05元，可知方案三

的税后利润是最大的，即单纯从税后利润的角度分析，在三

种促销方案中，方案三是最优的。

二、筹划案例存在的问题

上述结果真的是纳税筹划的功劳吗？答案是否定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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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不少问题。

1. 折扣率不等时，盲目比较。上例中的纳税筹划存在一

个常识性错误——折扣率不等。方案一中，商场卖出100元的

商品收到 80元，折扣率是 20%（20/100），但方案二和方案三

中，商场卖出 120元的商品收到 100元，折扣率是 16.67%（20/

120）。

可见三个方案的折扣率是不等的，方案一的折扣率高，

销售额小，税后利润少，而方案二和方案三的折扣率低，销售

额大，税后利润多。方案二和方案三均优于方案一，说明税后

利润的多少与纳税筹划没有关系。

2. 折扣率相等时，结果依旧。假设上例中方案二和方案

三的折扣率与方案一相等，都为20%，则方案二和方案三需送

出价值多少元的商品或折扣券呢？

设需送出 x元，则 x/（ｘ+100）=20%，得 x=25。25元的商

品和赠送券的成本为12.5元。

下面以方案二送出25元的商品为例进行分析：

应纳增值税=100÷（1+17%）×17%-50÷（1+17%）×17%-

12.5÷（1+17%）×17%=5.45（元）

销售毛利=100÷（1+17%）- 50÷（1+17%）- 12.5÷（1+

17%）=32.05（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32.05×25%=8.01（元）

税后利润=32.05-8.01=24.04（元）

通过计算可知，当方案二的折扣率调整为20%时，方案二

的税后利润由 25.64元变为 24.04元，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

降，但方案二还是优于方案一（24.04＞19.23）。这主要是因为

在同等折扣率下，方案一实现的折扣前销售额为100元，而方

案二实现的折扣前销售额是125元。同等折扣率下，当然是销

售额越大，税后利润越多，这仍说明税后利润的多少与纳税

筹划没有关系。

3. 重视赠送券，忽视送加量。上例中方案三是限定赠送

券不可兑换现金，下次购物可代币结算，并且假定所有拿到

赠送券的消费者都不会再用赠送券去继续购买商品。但如果

拿到赠送券的消费者都用赠送券去购买了商品，那和方案二

买100元商品送20元商品是等价的。

但是，考虑到其他因素，方案三还是优于方案二的。这主

要是基于以下四个原因：①消费者拿到赠送券后不立刻兑

换，货币的时间价值使方案三优于方案二；②消费者拿到的

赠送券太少，如果再购买商品还要额外付钱，因此放弃赠送

券的使用；③消费者用赠送券兑换商品，商场不找零，因此，

不足额兑换使方案三优于方案二；④如果兑换商品的价值高

于赠送券，则消费者需要额外贴钱，方案三就会带来更大的

销售收入。

综上所述，上例的商业促销活动中，三个促销方案孰优

孰劣和纳税筹划没有任何关系。

三、思考与建议

国内对纳税筹划的研究尚欠成熟，纳税筹划的实践也处

于探索阶段，还有很多理论与实务问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

究。根据本人多年的企业工作经验，建议如下：

1. 纳税筹划条件具有约束性，应做到因时制宜。企业通

过纳税筹划实现的税后利润最大化，是在一系列约束环境和

条件下的税后利润最大化，离开这些约束条件谈利润最大化

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环境与条件都是不断

变化的，如果其中某一方面发生了变化，可能使得原有纳税

筹划方案由盈利变成亏损，由不违法变成可能触及相关法律

法规。

2. 关注非税成本，应做到因企制宜。成本从税收的角度

看，包括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很多企业在纳税筹划时对税

收成本斤斤计较，而忽视了非税成本，这是一个误区。另外，

非税成本对于不同的企业是不一样的，一种纳税筹划方案适

用甲企业但并不一定适用于乙企业。因此，纳税筹划方案的

可行性一定要根据具体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做到

因企制宜。

3. 综合衡量显、隐性税收，寻求最佳结合点。税收分为显

性税收和隐性税收，很多企业在做纳税筹划时重显性、轻隐

性。什么是隐性税收呢？比如，很多企业在选购债券时，宁愿

选择低利率的国债而对高利率的公司（企业）债券熟视无睹，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只考虑了显性税收，因为国债利息是免所

得税的。但实际上，一年期国债的票面利率是2.6%，而对于一

年期公司债券，其利率往往达到了 6%甚至 8%以上，扣除所

得税后收益率显然超过了 2.6%。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国债利

息是免税的，但是国家通过降低国债发行利率实际变相对购

买者征收了企业所得税，这就是隐性税收。因此，企业在纳税

筹划时，必须综合考虑显性税收和隐性税收，以寻求最佳结

合点。

4. 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多方共赢。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很

多企业经常犯一个错误，即在纳税筹划中只谋求单方利益，

而不考虑其他契约方的感受。这虽然可降低单方的税负，但

这种税负的降低是以增加其他契约方的税负为代价的，这种

以牺牲对方利益来增加自己利益的筹划，在实务中是不能长

久的，也是行不通的。如果以损害对手利益为代价实现一方

利益最大化，那不是纳税筹划的功劳。因此，纳税筹划对商业

模式的调整要兼顾各方利益，以实现多方共赢。

主要参考文献

1. 刘永泽，陈立军.中级财务会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10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会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3. 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税法一.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4. 蔡昌.契约视角的税收筹划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2008

5.蔡昌.税收筹划.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