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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销售的纳税筹划

1. 设置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化妆品消费税的纳税

行为发生在生产环节而非流通环节。纳税人可以分设独

立核算的销售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将应税消费品销售给

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该公司再以正常价格对外销售，这

样可以减少应纳税销售额，进而降低消费税。

案例1：A化妆品集团生产品牌护肤品套装，对B公司

的销售价格为 600元/套，而向集团的销售公司C供货价

格为500元/套，当月销售护肤品2万套。

若由B公司直接对外销售，则应纳消费税额为：600×
20 000×30%=3 600 000（元）。若销售给独立核算的C公

司，再由 C 公司对外销售，则应纳消费税额为：500×
20 000×30%=3 000 000（元）。由此，集团少纳消费税额

为：3 600 000-3 000 000=600 000（元）。

需要指出的是，纳税人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明显

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计税价格，

因此要合理地制定供货价格。

2. 明确区分不同税率销售品的类别。纳税人兼营不

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

品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销售额、销售数量，或

者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从

高适用税率。

案例2：A化妆品集团下设Z珠宝公司。A集团想要把

珍珠霜与其本公司专利造型的珍珠耳环（因其独特的造

型，对外销售量非常良好，集团才决定组合销售以扩大销

售量）搭配组合销售，套装组合售价为 500元/套，当月销

售 1万套。其中，珍珠霜的售价为 260元/瓶，珍珠耳环的

售价为240元/副。化妆品的消费税税率是30%，珍珠的消

费税税率是10%。

若组合包装后再销售给商家，则应纳消费税额为：

（260+240）×10 000×30%=1 500 000（元）。若将珍珠霜和

珍珠耳环分别销售给商家，再由商家包装后对外销售，则

应纳消费税额为：（260×30%+240×10%）×10 000=1 020 000
（元）。由此，分开销售比组合销售少纳消费税额为：

1 500 000-1 020 000=480 000（元）。

企业兼营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时，能单独核算最好

单独核算；没有必要成套销售的，可以采取“先销售后包

装”的形式，尽量降低企业税负。

3. 销售折扣。企业采用折扣销售方式时，如果折扣额

和销售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余

额计算消费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则不论其在财务

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案例 3：A化妆品集团承诺销售 500支口红可赠予 20
支口红的折扣，每支口红销售价格为100元。

若开具发票时，按520支的销售数量和金额同时开在

同一张发票上，且单独注明赠予20支的金额，则应纳消费

税额为：500×100×30%=15 000（元）。

若 500支正品的销售额和 20支赠品的销售额分别开

在两张发票上，则应纳消费税额为：（500+20）×100×30%=
15 600（元）。由此，集团少纳消费税为：15 600-15 000=
600（元）。

可见，企业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开具发票，就可以大幅

度降低应纳税销售额，少交消费税。

4. 包装物的销售与租赁。

（1）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销售的，无论包装物是否

单独计价以及在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应税消费品

的销售额中缴纳消费税。将包装物和销售商品分离是此

类商品降低税负的解决之道。

案例 4：A化妆品集团当月销售给商场一批香水，销

售额为20 000元，其中香水的价格为15 000元，包装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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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为5 000元。

若将包装好的香水直接销售给商场，则应纳消费税

额为：20 000×30%=6 000（元）。

若将香水和包装物分别销售给商场，再由商场包装

好对外销售，则应纳消费税额为：15 000×30%=4 500
（元）。由此，分开销售比包装好销售少纳消费税额为：

6 000-4 500=1 500（元）。应税消费品的包装物越贵其节

税效果越明显。

（2）如果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是收取押

金，此项押金不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

案例 5：A化妆品集团当月销售给商店彩妆套装 200
套，每套价格1 000元，每套套装包装物价格为50元。

若A集团连同包装物一同销售，则应纳消费税额为：

（1 000+50）×200×30%=63 000（元）。

若A集团单独收取每套包装物的押金为 50元，双方

约定两个月后归回包装物，则应纳消费税额为：1 000×
200×30%=60 000（元）。由此，收取包装物抵押金比出售包

装物少纳消费税额为：63 000-60 000=3 000（元）。

需要指出的是，对因逾期未收回的包装物不再退还

的或者已收取的时间超过 12个月的押金，应并入应税消

费品的销售额，按照适用税率缴纳消费税。对既作价随同

应税消费品销售，又另外收取押金的包装物，凡纳税人在

规定的期限内没有退还的，均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

额，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缴纳消费税。因此，对于

出租的包装物，要注意包装物收回的时间和控制押金收

取的时间。即使没能按时收回包装物或者押金（对于收取

的押金超过1年的），虽然还是要并入销售额计税，但是将

纳税期限延缓了，充分利用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二、出口销售的纳税筹划

1. 拓宽国外市场，调整国内外销售比重。对纳税人出

口应税消费品的免征消费税，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显然，扩大国外销售能减少化妆品出口的消费税。

案例6：A集团国内销售额为6 000万元，国外销售额

为4 000万元，总计10 000万元，应纳消费税额为：6 000×
30%=1 800（万元）；如果A集团国内销售额为5 000万元，

国外销售额为 5 000万元，总计 10 000万元，则应纳消费

税额为：5 000×30%=1 500（万元）。应纳消费税额对比：A
集团增加国外销售额时可少纳消费税额：1 800-1 500=
300（万元）。

通过利用对外出口的消费税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消费税的实际税负。可见，打开海外市场，调整国

内外销售比重可以减少消费税的缴纳额。

2. 以外汇结算的应税消费品，汇率的选择很重要。纳

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

的，其销售额的人民币折算率可以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

天或者当月1日的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

案例7：A化妆品集团于当年1月10日取得500 000美
元销售额，1月1日的国家外汇牌价为1美元=6.35元人民

币，1月10日的国家外汇牌价为1美元=6.30元人民币。

若采用 1月 1日的外汇牌价，则A集团应纳消费税

额为：500 000×6.35×30%=952 500（元）。

若采用 1月 10日的外汇牌价，则应纳消费税额为：

500 000×6.30×30%=945 000（元）。

由此，采用 10日比采用 1日外汇牌价少纳消费税额

为：952 500-945 000=7 500（元）。

需要指出的是，纳税人采用的折合率，确定后 1年内

不得变更。因此，在选择汇率折算方法的时候，需要纳税

人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及汇率走势做出恰当的判断。

3. 货物出口退货暂不补税的玄机。纳税人直接出口

的应税消费品办理免税后，发生退关或者国外退货，进口

时已予以免税的，经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

关批准，可暂不办理补税，待其转为国内销售时，再申报

补缴消费税。

案例8：A化妆品集团4月1日收到国外退回的洗面奶

一批，价值 500 000元，这部分货物于出口时是免税的。4
月15日，A集团才把这部分的洗面奶销售出去。当月的活

期利率是0.3%，A集团把原定于要补税的款项在银行中存

放，以便随时支取缴纳税金。

在 4 月 1 日至 15 日，税费存放银行产生的利息为：

500 000×0.3%×15/30=750（元）。

在货物出口到退货及退款之间，一方面纳税人无偿

占有这笔退款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在免税和补税的间

隔中，纳税人又占有了税款的时间价值。企业集团可以用

这笔款项进行资金周转、产品生产或其他投资，例如把这

笔资金存放在银行中收取一定的利息。

三、小结

销售环节是商业企业整个经营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对化妆品行业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化妆品行业还存在

许多需要考虑的纳税筹划细节，上述只是介绍了化妆品

行业中的一般企业的通用方法。具体到每个公司，消费税

销售环节的纳税筹划是很复杂的。每个企业应针对自身

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不断探求更适合自己的纳税筹划方

案，以更好地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

主要参考文献

1. 盖地.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
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1号，2008-12-18
3.消费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35号，2008-11-10
4.刘荣.论消费税的纳税筹划.现代财经，2001；5

2014.3下·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