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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工后验收入库：

借：库存商品——C产品 80 000
贷：生产成本——C产品 80 000

（1）假设委托方将C产品全部出售，不含税收入为
100 000元。
借：银行存款等 117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 000
贷：库存商品——C产品 80 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0 000

此时，“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为贷方余额：

20 000-12 500=7 500（元），即出售C产品后实际应负担
的消费税。此例中，委托方销售加工后消费品的价格高于

成本价格，销售时产生的消费税高于受托方代收代交的

消费税，所以，委托加工环节委托方支付的消费税可以完

全抵扣。

（2）假设委托方有正当理由将C产品以低于成本价
格全部出售，不含税收入为40 000元。
借：银行存款等 46 8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 8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 000
贷：库存商品——C产品 80 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8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8 000

此时，“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为借方余额：

12 500-8 000=4 500（元），甲企业应将“应交消费税”明细
科目的借方余额转入“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借：主营业务成本 4 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4 500

综上所述，当委托方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继续加工

后的消费品时，只要销售时产生的消费税不低于受托方

代收代交的消费税，委托加工环节委托方支付的消费税

就可以完全抵扣；当销售时产生的消费税低于受托方代

收代交的消费税时，委托方应将二者的差额由“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科目的贷方转入“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的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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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下固定资产折旧的纳税筹划

彭新媛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会计系，山东潍坊 261011）

【摘要】为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加快科技研发创新，促进大众创业，2014年9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
务会议，分别针对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价值不超过5 000元的固定资产以及六大行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确定了

优惠的加速折旧政策。本文结合最新政策，借助案例，分析了固定资产折旧的纳税筹划技巧，以期帮助更多的纳税

人减轻纳税负担，加快技术改造，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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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选择的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器、机械和其他生

产设备，最低折旧年限为 10年，电子设备为 3年。而折旧
新政规定，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用于
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按60%比
例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方法加速折旧。

因此，企业购置单位价值较高的研发仪器设备时，可

考虑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选择进行纳税筹划。例如

在盈利期间，纳税人应尽量按折旧新政规定的最低年限

计提折旧；反之，在减免税期间，按原规定采用较长的折

旧年限更有利于节税。

【案例分析1】青岛裕丰食品有限公司为一家小型微
利企业，采用年限平均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每年的税

前会计利润约为30万元（未扣除折旧）。2014年初，该公司
拟购入一台用于研发的电子设备，价值为 102万元，预计
净残值 2万元，预计使用寿命 5年。假设该公司的资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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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率为10%。请对其折旧年限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电子设备按预计使用寿命计提折旧。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34号）的规定，2014
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万元（含 1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每年折旧额=（102-2）÷5=20（万元）
每年税前利润=30-20=10（万元）
2014 ~ 2016年每年应纳企业所得税=10×50%×20%=

1（万元）
假设小型微利企业自 2017年 1月 1日起不再适用该

项税收优惠政策，则2017 ~ 2018年每年应纳企业所得税=
10×20%=2（万元）。

累计所得税现值合计=1×（P/F，10%，1）+1×（P/F，
10%，2）+1×（P/F，10%，3）+2×（P/F，10%，4）+2×（P/F，
10%，5）=1×0.909+1×0.826+1×0.751+2×0.683+2×0.621=
5.09（万元）

方案二：电子设备按预计使用寿命的60%缩短折旧年
限计提折旧。

2014 ~ 2016年每年折旧额=（102-2）÷（5×60%）=
33.33（万元）
每年税前利润=30-33.33=-3.33（万元）
2014 ~ 2016年每年应纳企业所得税=0（万元）
2017 ~ 2018年每年应纳企业所得税=30×20%=6（万

元）

累计所得税现值合计=6×（P/F，10%，4）+6×（P/F，
10%，5）=6×0.683+6×0.621=7.82（万元）
对比可见，方案一比方案二累计所得税现值减少了

2.73万元（7.82-5.09）。因此，裕丰食品有限公司应当选择
方案一。

【案例点评】折旧新政的运用与企业未来的经营业

绩息息相关，因此，纳税人在利用折旧年限的选择进行纳税

筹划时，需要事先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的盈利或亏损情况。

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的纳税筹划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采用不

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会使各期折旧额不同，从而影响

税前利润，进而影响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现行折旧新政对

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2014年 1
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按规定年限的60%缩短
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方法加速折旧。因此，

相关行业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固定资产不同折旧方法的选

择进行纳税筹划。例如，纳税人在盈利期间可以采用加速

折旧法，使折旧额尽早地抵减企业所得税，以充分利用资

金的时间价值，达到延期纳税的目的。

【案例分析 2】 2015年，济南海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拟购入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设备，该批设备原

值为200万元，预计净残值率为5%，经税务机关核定其折
旧年限为10年。假设该公司的资金成本率为10%，每年的
税前会计利润均为100万元（未扣除折旧）。请对其折旧方
法的选择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采取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为10年。
2015 ~ 2024年每年折旧额=200×（1-5%）÷10=19（万

元）

每年应纳企业所得税=（100-19）×25%=20.25（万元）
累计所得税现值合计=20.25 ×（P/A，10%，10）=

20.25×6.144 6=124.43（万元）
方案二：采取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并按规定年限的

60%缩短折旧年限。
2015 ~ 2020年每年折旧额=200×（1- 5%）÷（10×

60%）=31.67（万元）
每年应纳企业所得税=（100-31.67）×25%=17.08（万

元）

2021 ~ 2024年每年应纳企业所得税=100×25%=25
（万元）

2015~2024年累计所得税现值合计=17.08×（P/A，
10%，6）+25×［（P/A，10%，10）-（P/A，10%，6）］=17.08×
4.355 3+25×（6.144 6-4.355 3）=119.12（万元）
方案三：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2015年折旧额=200×2/10=40（万元），应纳企业所得
税=（100-40）×25%=15（万元）。

2016年折旧额=（200-40）×2/10=32（万元），应纳企
业所得税=（100-32）×25%=17（万元）。

2017年折旧额=（200-40-32）×2/10=25.6（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25.6）×25%=18.6（万元）。

2018年折旧额=（200-40-32-25.6）×2/10=20.48（万
元），应纳企业所得税=（100-20.48）×25%=19.88（万元）。

2019年折旧额=（200-40-32-25.6-20.48）×2/10=
16.38（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100-16.38）×25%=20.91
（万元）。

2020年折旧额=（200-40-32-25.6-20.48-16.38）×2/
10=13.11（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100-13.11）×25%=
21.72（万元）。

2021年折旧额=（200- 40- 32- 25.6- 20.48- 16.38-
13.11）× 2/10=10.49（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100-
10.49）×25%=22.38（万元）。

2022年折旧额=（200- 40- 32- 25.6- 20.48- 16.38-
13.11-10.49）×2/10=8.39（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100-
8.39）×25%=22.90（万元）。

2023 ~ 2024年折旧额=（200- 40- 32- 25.6- 20.48-
16.38-13.11-10.49-8.39-10）÷2=11.775（万元），应纳企
业所得税=（100-11.775）×25%=22.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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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24年累计所得税现值合计=15×（P/F，10%，
1）+17×（P/F，10%，2）+18.6×（P/F，10%，3）+19.88×（P/F，
10%，4）+20.91×（P/F，10%，5）+21.72×（P/F，10%，6）+
22.38×（P/F，10%，7）+22.90×（P/F，10%，8）+22.06×（P/F，
10%，9）+22.06×（P/F，10%，10）=15×0.909+17×0.826+
18.6×0.751+19.88×0.683+20.91×0.621+21.72×0.565+
22.38×0.513+22.90×0.467+22.06×0.424+22.06×0.386=
120.52（万元）

方案四：采取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

2015年折旧额=200×（1-5%）×10/55=34.55（万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100-34.55）×25%=16.36（万元）。

2016年折旧额=200×（1-5%）×9/55=31.09（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31.09）×25%=17.23（万元）。

2017年折旧额=200×（1-5%）×8/55=27.64（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27.64）×25%=18.09（万元）。

2018年折旧额=200×（1-5%）×7/55=24.18（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24.18）×25%=18.96（万元）。

2019年折旧额=200×（1-5%）×6/55=20.73（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20.73）×25%=19.82（万元）。

2020年折旧额=200×（1-5%）×5/55=17.27（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17.27）×25%=20.68（万元）。

2021年折旧额=200×（1-5%）×4/55=13.82（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13.82）×25%=21.55（万元）。

2022年折旧额=200×（1-5%）×3/55=10.36（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10.36）×25%=22.41（万元）。

2023年折旧额=200×（1-5%）×2/55=6.91（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6.91）×25%=23.27（万元）。

2024年折旧额=200×（1-5%）×1/55=3.45（万元），应
纳企业所得税=（100-3.45）×25%=24.14（万元）。

2015 ~ 2024年累计所得税现值合计=16.36×（P/F，
10%，1）+17.23×（P/F，10%，2）+18.09×（P/F，10%，3）+
18.96×（P/F，10%，4）+19.82×（P/F，10%，5）+20.68×（P/F，
10%，6）+21.55×（P/F，10%，7）+22.41×（P/F，10%，8）+
23.27×（P/F，10%，9）+ 24.14 ×（P/F，10%，10）=16.36×
0.909+17.23×0.826+18.09×0.751+18.96×0.683+19.82×
0.621+20.68×0.565+21.55×0.513+22.41×0.467+23.27×
0.424+24.14×0.386=120.34（万元）
对比可见，方案三比方案一累计所得税现值减少了

3.91万元（124.43-120.52），方案四比方案三累计所得税
现值减少了 0.18万元（120.54-120.34），而方案二又比方
案四累计所得税现值减少了 1.22万元（120.34-119.12）。
因此，海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案例点评】在盈利期间，纳税人采用缩短折旧年限

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方法加速折旧，会给企业带来明显

的抵税效果，起到延期纳税的作用。但是，当企业处于减

免税期间或亏损期间时，则另当别论。

三、固定资产原值一次性作为折旧费用处理的纳税

筹划

折旧新政规定：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

超过5 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在税前扣除；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用
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因此，企业购进满足

上述条件的固定资产时，可将购置费等相关费用一次性

作为折旧费用在当期予以扣除，以达到减轻纳税负担、防

范涉税风险的目的。

【案例分析 3】 2015年 1月，北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拟购入 50台笔记本电脑作为办公设备，价格均为 4 000
元，预计净残值率为 10%，折旧年限为 3年。假设该公司
2015年税前会计利润为 50万元（未扣除折旧）。请对其进
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笔记本电脑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2015年折旧额=4 000×50×（1-10%）÷3=60 000（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500 000-60 000）×25%=110 000（元）
方案二：笔记本电脑的原值全额作为当期固定资产

折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则：

2015年折旧额=4 000×50=200 000（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500 000-200 000）×25%=75 000

（元）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企业所得税35 000
元（110 000-75 000）。因此，该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案例点评】企业将固定资产原值全额作为折旧费

用予以税前扣除，可以明显减轻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但折

旧新政对固定资产种类、价值范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此类筹划方法的运用。

四、结语

通过上述几个案例的筹划分析可见，折旧新政出台

后，虽然企业当期的成本费用有所增加，导致利润出现暂

时性下降，但是由于政府从企业拿走的税收减少了，将对

企业起到实质性的“减负”效果，并助推企业主动进行技

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因此，纳税人应当及时把握加速折旧

政策出台的机遇，充分利用最新举措对固定资产的折旧

进行纳税筹划，以通过减轻税负来促进企业设备升级，加

快科技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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