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企业增值税涉税经济活动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存在复杂性，纳税风险评估工作既要考虑其包含的指标，还

需要设计其结构和层次，以便于形成较完整的有效评估指标体系。本文在充分了解电力企业涉税业务的基础上，基于江西

省96家电力公司2013年、2014年的税务数据，采用适当修正的综合功效系数法，将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并利用层次分

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其功效系数，建立增值税纳税风险评估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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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企业增值税纳税风险评估
——基于综合功效系数法

增值税纳税风险评估主要是指公司在纳税申报后，在税

务分析指标计算分析的基础上，为强化增值税的纳税管理、

合理规避增值税纳税风险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分析、自我测评

的管理方式。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增值税纳税风险评

估工作的重要环节。

一、理论基础和准备工作

1. 综合功效系数法的适用性和使用修正。综合功效系数

法是一种根据多目标规划的原理，对每个评价指标设定一个

不允许值（下限）和满意值（上限）以确定各个指标的满意分

数，通过加权平均进行综合，从而评价被研究对象的方法。综

合功效系数法准确性高、操作性强的优点已被广泛认可，但

由于数据采集标准设定等关键问题的存在，综合功效系数法

并没有在纳税评估领域被广泛应用。

传统综合功效系数法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运用定量指

标，忽略定性指标；满意值与不允许值相差太大，影响财务指

标值的灵敏度。因此，本文对综合功效系数法的使用进行适

度修正：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

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增加评价标准档次，变为优秀值、

良好值、平均值、较低值和较差值五档，避免单一评价标准偏

差，更为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纳税风险状况。

2. 电力企业纳税评估预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本文

通过对江西省 96家县级电力公司的税务管理调研和对数据

的分析测算，发现现阶段纳税评估预警存在以下问题：部分

数据核算口径不一致，削弱了指标的有效性；部分数据存在

人为性质，造成个别指标缺乏准确性；部分业务的涉税核算

不及时，削弱了指标的可比性；部分指标不具有可操作性；部

分预警指标标准和范围的选取存在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改进：统一核算口

径，在管控系统设立分税种明细目，增强数据核算的针对性；

数据统一从管控系统取得，以消除人为因素对数据的影响；

强化税务基础制度管理，严格数据信息采集；对不具有可操

作性的指标进行完善和改进；根据业务开展情况调整部分指

标标准和范围的设置。总之，要确保纳税评估工作基础信息

数据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畅通性。

二、基于综合功效系数法的增值税纳税风险预警体系

1. 预警指标的选取。预警指标的选取是风险预警体系建

立的关键环节，结合电力企业特点，遵循有效性、相关性、可

操作性、简捷性的原则，本文有针对性地选取进项税额、销项

税额和应纳税额三项定量税务分析指标。同时，由于增值税

纳税风险的主观因素，本文发函咨询电力公司96位专家确定

了企业信誉、领导者风险态度、企业办税程序完善度和利率

变动四项定性指标，以便对增值税纳税风险进行综合评估。

在实际调研中，预警指标和范围的选取可以根据具体的业务

开展情况和税务机关纳税的要求，由各公司灵活掌握、适量

增减。如下页增值税纳税风险指标体系图所示。

2. 评价指标权数的确定。传统综合功效系数法对于各个

指标简单设置权重的做法过于主观，本文结合层次分析法，

对定量指标的权重进行两两相互比较评分，并通过一致性检

验，增加各个指标权重的精准度，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

的误导。对于定性指标则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根据江西省

电力公司96位专家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利用德尔菲法对指标

体系进行分析、判断并主观赋权值，当专家意见的分歧程度

处于 5% ~ 10%时，停止调查，本文定性指标权重专家分歧程

度为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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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法运用多因素分级处理确定因素权重，Expert

Choice软件是建构在AHP理论上的软件，本文借助于Expert

Choice软件对上述指标的相对权重进行分析，软件界面显示

的各个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各项指标权重进行一次性检验，确定

CR是否小于 0.1，从而克服原始指标的多重共线性和相关

性，使评价的结果更加客观、准确。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3. 评价标准档次划分和标准值设置。对于定量指标的分

析，本文采取了五个档次的评价标准值，并且分别赋予了五

个标准系数：1、0.8、0.6、0.4、0.2。一般而言，可以选用的评估

预警指标标准包括行业预警标准和各公司的历史预警标准。

针对电力行业的特殊性，本文选用历史预警标准，即选用江

西省96家县级电力公司2013年和2014年该指标的简单算术

平均值乘以离散系数（一般是0.6）所计算出的指标值，如表3

所示：

4. 综合功效系数的计算。

（1）定量指标的计算。

第一步，确定功效系数：

功效系数=（实际值-本档标准值）/（上档标准值-本档

标准值）

增值税纳税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图

增值税进项税额指标体系B1

进项税额累计环比增长率C1

进项税额转出累计环比增长率C2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累计环比增长率C3

进项税额抵扣弹性系数C4

进项税额成本弹性系数C5

增值税销项税额指标体系B2

销项税额累计环比增长率C6

销项税额弹性系数C7

销项税额成本费用弹性系数C8

主营业务收入环比增长率C9

主营业务成本环比增长率C10

其他业务收入环比增长率C11

其他业务成本环比增长率C12

增值税应纳税额指标体系B3

增值税税额环比增长率C13

增值税税收负担率C14

增值税弹性系数C15

定性指标B4

企业信誉C16

领导者风险态度C17

企业办税程序完善度C18

利率变动C19

0.330

0.188

0.438

0.044

0.116

0.101

0.087

0.348

0.348

0.071

0.347

0.296

0.071

0.071

0.071

0.071

0.075

0.592

0.333

0.204

0.088

0.282

0.426

表 1 评价指标权重

定量指标体系

B1

B2

B3

B4

CR

0.02

具体指标

C1~C5

C6 ~C12

C13 ~C15

C16 ~C19

CR

0.01

0.03

0.03

0.00

表 2 各指标的权重检验结果

表 3 电力企业增值税纳税历史预警标准值

B1

B2

B3

定量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优秀值
1

22.93

-100.00

215.23

8.66

3.36

12.43

-0.91

1.32

15.22

0.35

38.61

-85.18

-56.20

3.63

-6.57

良好值
0.8

11.94

-93.63

129.71

1.35

1.12

9.21

1.40

1.00

9.79

7.69

12.42

-66.56

-29.63

2.65

-4.72

平均值
0.6

-0.05

-66.68

76.57

0.00

0.00

4.41

1.00

0.60

7.06

9.28

-78.74

-11.96

-11.54

1.75

-2.45

较低值
0.4

-20.49

-32.04

39.99

-7.39

-2.23

2.65

1.00

0.39

4.51

10.73

-55.81

0.67

-5.75

5.75

-1.38

较差值
0.2

-47.22

75.64

-32.40

-52.10

-4.14

-0.98

1.00

0.10

-1.22

13.26

-38.96

47.62

10.76

8.0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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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评价指标本档基础分：

评价指标本档基础分=指标B权重×指标C单项

权重×本档标准系数×100

第三步，计算评价指标本档调整分：

指标本档调整分=本档功效系数×（上档基础分-

本档基础分）

式中，上档基础分=指标权重×上档标准系数×

100。

第四步，计算指标评价分：

指标评价分=本档基础分+本档调整分

最后，计算定量指标值：

定量指标值=∑单项指标评价分

（2）定性指标的计算。

首先设计相关职位人员打分权重，计算企业定性

指标实际值，再以此确认定性指标权重：

非财务指标值=∑（相关人员评分值×权重）

结合定量和定性指标的评价指标值的计算，综合

功效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综合功效系数=定量指标值+定性指标值

5. 增值税纳税风险警限的设置。根据综合功效系数的大

小与大数定律，将电力企业的增值税纳税风险划分为五个警

限区间，如表4所示：

根据大数定律，当且仅当经济指标评价值涵盖大多数以

上的区间（处于中间值以上）时才算合格，因此，综合功效系

数的区间划分并未采用0 ~ 100的平均五等分划分方法，而是

设定包含 60在内的区间 50 ~ 70为一般状态，然后对剩余区

间分别进行划分。

三、基于综合功效系数法的增值税纳税风险预警实例分

析

对 2014年度国网电力公司出现内部通报整改的企业X

公司进行实例验证，各指标评价分如表5所示。

定量指标分=∑指标评价分=30.12

综合指标分=定量指标分+定性指标分=30.52

表5数据显示，X公司存在严重的增值税纳税风险，与实

际情况相符。

利用上述方法，对吉林省 35家电力公司和江西省 75家

公司进行检验，结果与官方评价契合度达 85%以上，而在纳

税风险评估工作中，提出警告和预警的企业契合度达100%。

因此，运用综合功效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进行企业增值

税纳税风险综合评价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基于综合功效

系数法，本文建立了预警指标体系，便于企业利用增值税纳

税管理的特点和日常纳税可能出现的风险关键点有针对性、

多角度、分层次地进行纳税风险评估。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电

力企业增值税纳税评估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助于电

力企业科学合理地衡量增值税纳税现状及预测纳税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并进行恰当的涉税处理，最后进行分析、总结和

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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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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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轻
警

中
警

重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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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综合功效系数
判定的取值范围

80 ~ 100

70 ~ 80

50 ~ 70

30 ~ 50

0 ~ 30

风险的等级说明

企业各项评价指标良好，基本不存在
纳税风险

企业个别评价指标不够理想，存在纳
税风险可能

企业部分评价指标有明显缺陷，明显
存在纳税风险可能

企业多数评价指标严重不达标，有很
大可能存在纳税风险

企业大部分评价指标已经恶化，存在
纳税风险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数值

-47.22

-96.61

-32.40

-52.10

-5.78

0.79

0.87

0.10

3.54

8.12

38.61

47.62

22.63

8.09

24.97

权重

0.116

0.101

0.087

0.348

0.348

0.071

0.347

0.296

0.071

0.071

0.071

0.071

0.075

0.592

0.333

上档
标准值

-20.49

-100.00

39.99

-7.39

0.00

2.65

-0.91

0.39

4.51

7.69

38.61

0.67

-5.75

5.75

-1.38

本档
标准值

-47.22

-93.63

-32.40

-52.10

-7.39

-0.98%

1.40

0.10

-1.22

9.28

12.42

47.62

10.76

8.09

24.97

功效
系数

0.00

0.47

0.00

0.00

0.22

0.49

0.23

0.00

0.83

0.73

1.00

0.00

-0.72

0.00

0.00

本档
基础分

0.77

2.67

0.57

2.30

4.59

0.27

5.22

1.11

0.27

0.80

1.07

0.27

0.66

5.19

2.92

本档
调整分

0.00

0.31

0.00

0.00

0.50

0.13

0.30

0.00

0.22

0.19

0.27

0.00

-0.47

0.00

0.00

指标
评价分

0.77

2.98

0.57

2.30

5.10

0.40

5.52

1.11

0.49

0.99

1.33

0.27

0.18

5.19

2.92

表 4 增值税纳税风险的警限设置

表 5 X公司各指标评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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