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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固定资产折旧新政下的纳税筹划利益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在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法中都有相

应的规定。《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简称“税
收新政”）扩大了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增加了符合

条件的固定资产购置支出可以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的规定。这意味着越来越多企业可以利用税收新政进行

纳税筹划。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在什么样情况下利用税收新政

可以获得税收利益？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和不

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相比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税

收利益？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方法，哪一种方法

获得的税收利益更大？这些问题都是企业所需要解决的。

以下，本文将分别以应纳所得税额、现金流量和净利润为

分析依据，分析正常纳税企业选择哪一种折旧计提方法

可以获得最大的纳税筹划利益，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决

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摘要】固定资产折旧税收新政扩大了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增加了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购置支出可以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规定。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利用税收新政进行纳税筹划。本文分别以应纳所得税

额、现金流量和净利润为分析依据，利用资产评估收益法思路来计量延期纳税产生的纳税筹划利益，进而比较出哪

一种方法可以获得更大的纳税筹划利益，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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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根据情况授权国务院，但必须规范、完善授

权的程序和内容，同时，对一些重大税种的改革保持一定

的灵活性。对于当前涉及税收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应

抓住改革的时间窗口，兼顾税收法定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让国务院或地方政府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保留一定的弹性

或自主权。如《车船税法》确定了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额

由地方自行决定，这种类似的模式也可以为其他税种的

立法所借鉴。政府遭遇紧急情况时，应提请全国人大授

权决定，人大的授权应当遵循具体、明确、“一事一议”的

原则。

3. 依法治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当前应严格依
法治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至少应完善以下三个方

面：税收收入合理、合法；财政支出公开、公正；财政监管

有序、有责。对于征税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要积极面对，要

坚决取消各种形式的“包税”，不能征“过头税”、“人情

税”，也不能擅自免征、减征、缓征，更不能违法乱纪。税收

法定的核心是良法善治，着力点应放在权利、义务、程序

和责任法定上，必须对收入、支出以及监管等多方面加强

监管，以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

全面保障纳税人享有知情权、保障权、救济权，同时，

要坚持实质高于形式、公平交易原则，实现横向、纵向的

税收公平。除此之外，税收负担的适度性也是国家治理必

须考虑的，而不是依靠简单的多数原则的所谓民主决策。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还是应坚持民主、专业并重，推

行“有增有减、以减为主”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税收法定的

目标是实现良法善治，但这需要进行动态的调整、持续的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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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简述

1.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的规定。《企业会
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应当根
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

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

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固定资

产的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但是，符合本准

则第十九条规定的除外。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十九条规定：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

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

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预计净

残值。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

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固定资产使用寿

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

更处理。

2. 税收法律政策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的规定。税收新
政规定：①对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
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等6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
进的固定资产，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对上述6个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
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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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②对所
有行业企业 2014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
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
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

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 100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
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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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
法的，可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除此之外

的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问题，继续按照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现行税收政策规定执行。

二、税收新政下的企业纳税筹划利益

1. 税收新政下的固定资产价值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
费用为企业带来的利益。假设新语公司是正常纳税企业，

2015年初购进不需安装的研发设备，价值在 100万元以
内，入账价值为 C，预计使用年限为 n年，无残值。税收新
政实施前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只能按直线法计提折旧予

以扣除，税收新政实施后可以在购进当期一次性计入成

本费用扣除。应纳所得税=（收入-除新购置固定资产折旧
之外的成本费用-新购置固定资产折旧）×所得税税率。税
收新政实施前后其他因素没有变化，收入和除新购置固

定资产折旧之外的成本费用与决策无关，无需考虑，从而

只要考虑税收新政实施前后该企业购置固定资产应纳所

得税额、净利润和现金流量的差额，具体计算如表1。

如果以应纳所得税额为分析标准，在n年中两种处理
方式缴纳所得税总额相同，只是缴纳时间上存在差异，所

以利益也就是延期纳税产生的。如果企业资金成本率为

r，以此为折现率，则所得税差额现值可以表示为：0.25（C/
n）（P/A，r，n）-0.25C（P/F，r，1）；净利润差额现值可以表
示为：0.75（C/n）（P/A，r，n）-0.75C（P/F，r，1）；现金流量
差额现值可以表示为：0.25C（P/F，r，1）-0.25（C/n）（P/A，
r，n）。
假设C为100万元、n为5年、r为10%，则：所得税差额

现值=-3.77（万元），现金流量差额现值=3.77（万元），净
利润差额现值=-11.31（万元）。因此，以应纳所得税额和
现金流量为分析标准，实施税收新政给企业带来一定的

延期纳税利益，但会导致企业当期净利润减少，以后期间

净利润增加，净利润总数相同。

2. 税收新政下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为
企业带来的利益。税收新政规定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可

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
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以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

总和法。如果企业选择不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是否会

产生纳税筹划利益？如果有纳税筹划利益，又该如何计量

呢？哪一种折旧方法能产生更大的纳税筹划利益？下面针

对这些问题来进行分析。

税收新政实施前
折旧

税收新政实施后
一次性计入成本

费用

税收新政实施前
后折旧差额

税收新政实施前
后所得税差额

税收新政实施前
后净利润差额

税收新政实施前
后现金流量差额

1

C/n

C

C-C/n

0.25（C/n-C）

0.75（C/n-C）

0.25（C/n-C）

2

C/n

0

-C/n

0.25C/n

0.75C/n

0.25C/n

……

……

……

……

……

……

……

n

C/n

0

-C/n

0.25C/n

0.75C/n

-0.25C/n

表 1 税收新政实施前后新购固定资产导致的相关项目差额

年份

项目

□·92· 2015.17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假设新语公司是正常纳税企业，2015年初购进不需

安装的研发设备，价值超过100万元，入账价值为C，预计
使用年限为n年，无残值。税收新政实施前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只能按直线法计提折旧予以扣除，税收新政实施

后可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方法计提折旧。直

线法下各年计提折旧额分别为：d1=d2=…=dn= C
n 。折旧

年限缩短为60%n情况下各年计提折旧额分别为：d1=d2=

…=d60%n= C
60%n ，d（60%n+1）=d（60%n+2）=…=dn=0。年数总

和法下各年计提折旧额分别为：d1=
nC

1 + 2 + …+ n ，d2=

（n - 1）C
1 + 2 +…+ n ，…，dn= C

1 + 2 +…+ n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

各年计提折旧分别为：d1=
2C
n ，d2=

2C
n -（ 2

n）
2C，d3=

［C- 2C
n - 2C

n -（ 2
n）

2C］× 2
n ，…，d（n-1）=C-d1-d2-…

-d（n-2）/2，dn=（C-d1-d2-…-d（n-2））/2。
（1）缩短折旧年限之后的直线法与直线法比较。按照

缩短折旧年限之后的直线法和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差额、

应纳所得税额差额、净利润差额和现金流量差额见表2。

以现金流量为分析依据，将折旧年限缩短为60%n计
提折旧与以直线法计提折旧的现金流量差额现值可以表

示为：0.25（ C
60%n - C

n ）（P/A，r，60%n）-0.25 C
n（P/A，r，

40%n）×（P/F，r，60%n）。
以应纳所得税额为分析依据，将折旧年限缩短为60%n

计提折旧与以直线法计提折旧的应纳所得税额差额现值

可以表示为：0.25（ C
n - C

60%n）（P/A，r，60%n）+0.25 C
n

（P/A，r，40%n）×（P/F，r，60%n）。

以净利润为分析依据，将折旧年限缩短为 60%n计
提折旧与以直线法计提折旧的净利润差额现值表示为：

0.75（ C
n - C

60%n ）（P/A，r，60%n）+0.75 C
n（P/A，r，

40%n）×（P/F，r，60%n）。
假设C为1 500万元、n为5年、r为10%，则：现金流量

差额现值=26.55（万元），应纳所得税额差额现值=-26.55
（万元），净利润差额现值=-79.65（万元）。因此，以应纳所
得税额和现金流量为分析标准，实施税收新政为企业带

来一定的延期纳税利益，但会导致企业前期净利润减少，

以后期间净利润增加，净利润总数相同。

（2）年数总和法与直线法比较。按照年数总和法与直
线法计算的折旧差额、应纳所得税额差额、净利润差额和

现金流量差额见表3。
以现金流量为分析依据，以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比

直线法计提折旧现金流量差额现值可以表示为：

0.25（ nC
1 + 2 + …+ n - C

n ）（P/A，r，1）+ … + 0.25

（ nC
1 + 2 + …+ n - C

n）（P/F，r，n）。

以应纳所得税额为分析依据，以年数总和法计提折

旧与以直线法计提折旧的应纳所得税额差额现值可以表

示为：0.25（ C
n - nC

1 + 2 +… + n）

（P/A，r，1）+…+ 0.25（ C
n -

nC
1 + 2 + …+ n）（P/F，r，n）。

以净利润为分析依据，以年

数总和法计提折旧与以直线法计

提折旧的净利润差额现值可以表

示为：0.75（ C
n - nC

1 + 2 +… + n）

（P/A，r，1）+…+ 0.75（ C
n -

nC
1 + 2 + …+ n）（P/F，r，n）。

假设C为1 500万元、n为5年、r为10%，则：现金流量
差额现值=17.975（万元），应纳所得税额差额现值=
-17.975（万元），净利润差额现值=-53.925（万元）。因此，
以应纳所得税额和现金流量为分析标准，实施税收新政

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延期纳税利益，但会导致企业前期净

利润减少，以后期间净利润增加，净利润总数相同。

（3）双倍余额递减法和直线法比较。按照双倍余额递
减法和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差额、应纳所得税额差额、净利

润差额和现金流量差额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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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法下折旧

缩短折旧年
限之后折旧

折旧差额

所得税差额

净利润差额

现金流量
差额

1

C/n

C
0.6n

C
0.6n - C

n

0.25（C
n - C

0.6n）

0.75（C
n - C

0.6n）

0.25（ C
0.6n - C

n）

2

C/n

C
0.6n

C
0.6n - C

n

0.25（C
n - C

0.6n）

0.75（C
n - C

0.6n）

0.25（ C
0.6n - C

n）

……

……

……

……

……

……

……

0.6n

C/n

C
0.6n

C
0.6n - C

n

0.25（C
n - C

0.6n）

0.75（C
n - C

0.6n）

0.25（ C
0.6n - C

n）

0.6n+1

C/n

0

-C
n

0.25C
n

0.75C
n

-0.25C
n

……

……

……

……

……

……

……

n

C/n

0

-C
n

0.25C
n

0.75C
n

-0.25C
n

年份
项目

表 2 缩短折旧年限之后的直线法与直线法计算
新购固定资产折旧导致的相关项目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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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金流量为分析依据，以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

旧与以直线法计提折旧的现金流量差额现值可以表示

为：0.25（ 2C
n - C

n）（P/F，r，1）+0.25［（C- 2C
n ）×

2
n - C

n］

（P/F，r，2）+…，0.25（dn- C
n）（P/F，r，n）。

以应纳所得税额为分析依据，以双倍余额递减法计

提折旧与以直线法计提折旧的应纳所得税额差额现值可

以表示为：0.25（ 2C
n - C

n ）（P/F，r，1）+0.25［（C- 2C
n ）×

2
n - C

n］（P/F，r，2）+…+0.25（dn- C
n）（P/F，r，n）。

以净利润为分析依据，以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

旧与以直线法计提折旧的净利润差额现值可以表示为：

0.75（ 2C
n - C

n ）（P/F，r，1）+0.75［（C- 2C
n ）× 2

n - C
n ］

（P/F，r，2）+…+0.75（dn- C
n）（P/F，r，n）。

假设C为 1 500万元、n为 5
年、r为10%，则：现金流量差额现
值=19.806（万元），应纳所得税额
差额现值=-19.806（万元），净利
润差额现值=-59.418（万元）。因
此，以应纳所得税额和现金流量

为分析标准，实施税收新政为企

业带来一定的延期纳税利益，但

会导致企业前期净利润减少，以

后期间净利润增加，净利润总数

相同。

三、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如果企业属于正常纳税

企业，2014年 1月 1日以后新购
符合税收新政中规定的固定资

产，以应纳所得税额和现金流量

为分析标准，将支出一次性在当

期计入成本费用和原有分期计提

折旧计入各期成本费用相比，会

产生延期纳税利益，但会影响购

进当期的净利润；如果不满足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条件，

企业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

旧方法计提折旧计入各期成本费

用比原来以直线法计提折旧计入

各期成本费用可以获得纳税筹划

利益，而且将折旧年限缩短为原

有法定折旧年限的 60%，获得
的纳税筹划利益最大。但是以净利润为分析标准，结论却

相反。如果企业当期特别关注净利润，应选择原有直线法

计提折旧，而不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方法计提

折旧。

因此，企业在利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来进行纳

税筹划时：一要考虑税法是否允许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方

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二要考虑企业是处于征税期还是

免税期；三要考虑这些做法是否会导致其他额外的税负；

四要考虑以净利润还是以现金流量为分析依据。只有进

行综合分析，才能使企业获得真正的纳税筹划利益。

主要参考文献

王韬，刘芳.企业税务筹划［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孙作林.延期纳税税务筹划利益计量［J］.会计之友，

2012（8）.
只建克，李波，高建华.固定资产纳税筹划浅见［J］.财

会月刊，2010（25）.

直线法折旧

双倍余额
递减法折旧

折旧差额

所得税差额

净利润差额

现金流量差
额

1

C/n

2C
n

2C
n - C

n

0.25（C
n - 2C

n ）

0.75（C
n - 2C

n ）

0.25（ 2C
n - C

n）

2

C/n

2C
n -（ 2

n）
2C

2C
n -（ 2

n）
2C- C

n

0.25










C
n - 2C

n + 





2
n

2
C

0.75










C
n - 2C

n + 





2
n

2
C

0.25










2C
n - 





2
n

2
C - C

n

……

……

……

……

……

……

……

n-1和n都是

C/n
C - d1- d2 -…- d (n - 2)

2
C - d1- d2 -…- d (n - 2)

2 - C
n

0.25（C
n -

C - d1- d2 -…- d (n - 2)
2

）

0.75（C
n -

C - d1- d2 -…- d (n - 2)
2

）

0.25（
C - d1- d2 -…- d (n - 2)

2 - C
n
）

年份

项目

直线法折旧

年数总和
法折旧

折旧差额

所得税差额

净利润差额

现金流量
差额

1

C/n

nC
1 + 2 +…+ n

nC
1 + 2 +…+ n - C

n

0.25（C
n - nC

1 + 2 + …+ n）

0.75（C
n - nC

1 + 2 + …+ n）

0.25（ nC
1 + 2 +… + n - C

n）

2

C/n

（n - 1）C
1 + 2 +… + n

（n - 1）C
1 + 2 +…+ n - C

n

0.25







C
n - （n - 1）C

1 + 2 +…+ n

0.75







C
n - （n - 1）C

1 + 2 +…+ n

0.25







（n - 1）C
1 + 2 + …+ n - C

n

……

……

……

……

……

……

……

n

C/n

C
1 + 2 +… + n

C
1 + 2 +…+ n - C

n

0.25（C
n - C

1 + 2 +…+ n）

0.75（C
n - C

1 + 2 +…+ n）

0.25（ C
1 + 2 + …+ n - C

n）

年份

项目

表 4 双倍余额递减法与直线法计算新购固定资产折旧导致的相关项目差额

表 3 年数总和法与直线法计算新购固定资产折旧导致的相关项目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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