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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利用税负无差异点选择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税务筹划方法与现实脱离。以税后现金流

量净额现值最大化作为税务筹划目标，系统分析纳税人身份选择异质对采购环节选择供应商与销售环

节被销售对象选择的内在博弈反应，这有助于采购环节供应商对税务筹划策略的选择，以及基于客户的

增值税纳税人身份进行销售企业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税务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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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税务筹划
——基于价值最大化的购销双方博弈分析

从 2016年 5月 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营改增”

政策，其目的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减少重复纳税环

节、进一步减轻企业赋税。但在“营改增”的试点实务

中，暴露出诸多税负不减反增的案例。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的应纳税额计算采用购进扣税法，可以抵扣采

购环节的进项税额。“营改增”后，企业作为一般纳税

人，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少，在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

税率（17%，13%，11%，6%）均比原营业税税率（5%，

3%）高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营改增”后税负加重

的现象。企业降低税负的理性选择是税务筹划，因此

税务筹划的理论和实务都对如何降低“营改增”之后

的增值税税负展开了研究。首当其冲的就是增值税

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税务筹划。

一、税负无差异点模型的缺陷

当前对于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税务筹划的

研究，多是采用税负无差异点分析方法，确定一般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在税负相同时的增值率，进而

得出当纳税人在市场经济流通环节的实际增值率高

于税收无差异点对应的增值税税率时，一般纳税人

税负小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

可以降低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反之，应选择小规模纳

税人身份的税务筹划决策模型。具体而言：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不含税销售额×增值

率×增值税税率

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不含税销售额×增值

税征收率

当两类纳税人应纳税额相等时，其增值率则为

税负无差异点的增值率，即税负无差异点的增值率

等于“增值税征收率/增值税税率”。由此，确定出不

同增值税税率下两类纳税人身份税负无差异点的增

值率（如表 1所示）。当一个企业的货物或服务的实

际增值率小于税负无差异点的增值率时，企业可抵

扣的进项税额较多，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可以节税，

则应选择作为一般纳税人；反之，应选择作为小规模

纳税人。

税负无差异点决策模型简单方便，但其暗含的

两个假设与现实经济环境严重不符，这可能导致无

效或错误的税务筹划决策。

1. 税务筹划目标。无论从理论视角还是从实务

视角来看，税务筹划都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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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税负无差异点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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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之一。税务筹划的目标应该服从于企业财务管

理目标。按照财务理论，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

业价值的增加。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受到企业未来可取得的税后现金流量金

额、时间以及折现率的影响。降低税负只有在纳税

人整体净收益增长的前提下才具备实际意义，降低

税负是为了实现税后现金流量最大化。因此，有效

税务筹划的目标应是企业税后净现金流量的现值的

最大化，即现金流量、货币时间价值和纳税人所得的

最大化。

基于价值管理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无差

异点，也就应该是两种不同身份的纳税人在增值税

应税购销活动中得到的税后净现金流量现值相同。

而当前的税负无差异点分析方法，则是以纳税人税

负最小化作为税务筹划的目标。在单期购销活动的

模型中，货币时间价值因素可以忽略，若纳税人身份

的选择对其销售可收到的现金（含税销售价格）和采

购应支付的现金（含税采购价格）不造成任何影响，

增值税税负（现金流出）最小化与其税后现金净流量

最大化呈正相关关系，税负最小化与税后现金流量

最大化的目标一致。但由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

税人对采购环节支付的进项税额存在迥然不同的会

计处理方法，纳税人身份的选择会影响其能接受的

含税采购价格，进而影响其基于成本加成利润确认

的销售环节现金流入，此时增值税税负最小化与其

税后现金净流量最大化就不一定呈正相关关系。因

此，不能仅以税负最小化为目标进行增值税纳税人

身份选择的税务筹划决策。

2. 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对其购销价格的影

响。按照当前增值税相关规定，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

易征收办法，其在采购环节所支付的进项税额一律

不得从其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扣，而是直接计入采

购的货物或服务的成本；而一般纳税人采用购进扣

税法，其在采购环节所支付的进项税额可以从其增

值税应纳税额中抵扣，不需要计入所采购的货物或

服务的成本。因此，与一般纳税人相比，小规模纳税

人需要更高的不含税售价弥补高成本。这将导致同

一货物或服务的不含税售价在企业选择不同增值税

纳税人身份时会发生变化，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

时比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不含税售价高。

此外，小规模纳税人在销售时只能开具普通发

票，若要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向其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由其主管税务机关代为开具。若企业的销售

对象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由于普通发票中包含的

增值税是不允许作为采购环节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的。这将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在与可提供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一般纳税人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小规模

纳税人只能通过降低含税销售价格（减少客户实际

支付的金额）吸引客户。

因此，在现实购销活动中，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

选择会影响其采购成本，也会对其销售价格产生影

响。这就使得当前税负无差异点分析方法中无论增

值税纳税人选择何种身份，其不含税售价均保持不

变的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

二、税后净现金流量无差异点模型的分析

采购环节的现金流出会影响其采购成本（现金

流出），进而影响按照成本加成利润制定的销售环节

的售价（现金流入）。因此，在进行增值税纳税人身份

选择时，必须考虑上一环节的供应商与下一环节的

销售对象的连环反应。

1. 采购环节的供应商选择。无论企业选择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身份还是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其在采

购环节均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纳税人身份的供应商。

企业的纳税人身份确定后，无论其是选择从一般纳

税人处采购还是选择从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均不

能影响其后续销售环节的含税销售价格，否则就会

造成客户的流失。

（1）采购企业为一般纳税人身份。若企业已经选

定以一般纳税人身份存续，假设其销售环节的含税

售价为 S，增值税税率为T。其在采购环节的税后净

现金流量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①从一般纳税人（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处采

购，采购的含税价格为P1，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
企业税后净现金流量= S-P1-［T×S/（1+T）-

T1×P1/（1+T1）］
②从小规模纳税人（可提供税务机关代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处采购，采购的含税价格为P2，可作

为采购企业进项税抵扣的税率为T2（3%）。
企业税后净现金流量= S-P2-［T×S/（1+T）-

T2×P2/（1+T2）］
③从小规模纳税人（只提供普通发票）处采购，

采购的含税价格为P3，可作为采购企业进项税抵扣

的税率为0。
企业税后净现金流量= S-P3-［T×S/（1+T）］
假定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与一般纳税人供应商

的含税价格比率为R，在单期的购销活动模型中，货

币时间价值可以忽略。

一般纳税人选择从小规模纳税人（可提供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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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采购还是从一般纳

税人处采购的税后净现金流量无差异点为：

S-P1-［T×S/（1+T）-T1×P1/（1+T1）］=S-P2-
［T×S/（1+T）-T2×P2/（1+T2）］

P1/（1+T1）=P2/（1+T2）是指两类纳税人身份

的供应商所提供的不含税采购价格相同。R=P2/
P1，则有：R=（1+T2）/（1+T1）。

一般纳税人选择从小规模纳税人（只提供普通

发票）处采购还是从一般纳税人处采购的税后净现

金流量无差异点为：

S-P1-［T×S/（1+T）-T1×P1/（1+T1）］=S-P3-
［T×S/（1+T）］

P1/（1+T1）=P3是指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所提

供含税采购价格与一般纳税人供应商所提供的不含

税采购价格相同。R=P3/P1，则有：R=1/（1+T1）。
由于从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最多可获得 3%抵

扣率，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确定出一般纳税人在采购

环节对不同纳税人身份的供应商选择无差异点的采

购价格比率（如表2所示）。

当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与一般纳税人供应商所

提供的实际含税价格比率低于无差异点的含税价格

比率时，从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可使企业购销环节

整体的税后净现金流量更大，则应当选择从小规模

纳税人处采购；反之，应选择从一般纳税人处采购。

（2）采购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对于小规模

纳税人，其采购环节支付的进项税额均不得抵扣。购

销环节采购企业可获取的税后净现金流量（忽略货

币时间价值）为后续销售环节的不含税售价扣除采

购环节的含税采购价。采购环节的现金流出越少，税

后净现金流量越小，因此小规模纳税人在采购时只

对其实际需要支付的价格（含税采购价）敏感。其会

选择实际支付价格最低的供应商进行采购，采购环

节供应商选择无差异点的采购价格比率为1。
2. 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税务筹划模型。在单期的

购销模型中，假设作为一般纳税人，销售环节的不含

税售价为 S1，税率为T 一般，采购环节不含税进价为

P1；作为小规模纳税人，销售环节的不含税售价为

S2，征收率为T 小规模，采购环节不含税进价为 P2。则
有：企业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的税后净现金流量为

S1与 P1的差额；企业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的税

后净现金流量为 S2与含税进价 P2×（1+T 采购）的差

额。

根据对采购环节的供应商选择的剖析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其一，一般纳税人身份的购买方接受从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

税价与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税价的无差异

点，是在两种身份的供应商提供的不含税价格相同

时。只有购买方接受供货价格，销售企业才能顺利销

售。因此，对于销售方而言，其纳税人身份的选择不

能改变不含税销售价格，即S1一定等于S2。
其二，若销售企业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但只

能提供普通发票，购买方接受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

进货物的含税价与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税

价的无差异点，是在一般纳税人供应商提供的不含

税价格与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提供的含税价格相同

时。此时，对于销售方而言，要想转变纳税人身份但

不影响其市场份额，必须保证作为一般纳税人时的

不含税售价 S1与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时的含税售价

S2×（1+T小规模）相同，即 S1一定大于 S2。对于该销售

企业采购环节的税后现金流量，P1为不含税价格，

P2×（1+T 采购）为含税价格。虽然不同纳税人身份供

应商所提供的不含税价格会存在差异，但增值税价

外税的机制设计保证了含税价格不可能低于不含税

价格，即总有P1小于P2×（1+T采购）。综合税后销售现

金流量和税后采购现金流，都一定有销售方选择一

般纳税人身份时可获得的税后净现金流量（S1-P1）
大于其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无论提供增值税专

用发票还是提供普通发票）时可获得的税后净现金

流量［S2-P2×（1+T采购）］。即当销售企业的下游客户

主要为一般纳税人时，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更合适，

可获取的税后现金净流量更多。

当销售企业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小规模纳税人

时，销售方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和选择小规模纳税

人身份的税后净现金流量无差异点为：

S1-P1=S2-P2×（1+T采购）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购买方是小规模纳税人时，

购买方接受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税价与

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税价的无差异点，是

在一般纳税人供应商提供的含税价格与小规模纳税

人供应商提供的含税价格相同时。因此，对于销售方

增值税
税率

17%
13%
11%
6%

增值税
征收率

3%
3%
3%
3%

无差异点（小规
模纳税人供应商
提供专用发票）

88.03%
91.15%
92.79%
97.17%

无差异点（小规模
纳税人供应商提
供普通发票）

85.47%
88.50%
90.09%
94.34%

表 2 采购环节供应商选择无差异点的采购价格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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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要想转变纳税人身份但不影响其市场份额，必

须保证作为一般纳税人时的含税售价S1×（1+T一般）

与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时的含税售价 S2×（1+T 小规模）

相同。而且无论销售方选择何种纳税人身份，企业销

售的增值率是保持不变的，则有：

增值率无差异点=T小规模（1+T一般）/（T一般-T小规模）

由此可以确定出在企业下游客户主要为小规模

纳税人时，销售企业纳税人身份选择对其税后净现

金流量无差异点的增值率（如表3所示）。

当企业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小规模纳税人时，若

其销售的货物或服务的实际增值率等于税后净现金

流量平衡点的增值率，则选择何种纳税人身份对企

业销售的税后净现金流量没有影响；若其销售的货

物或服务的实际增值率大于税后净现金流量无差异

点的增值率，则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可以给企业

带来更多的税后净现金流量；若其销售的货物或服

务的实际增值率小于税后净现金流量无差异点的增

值率，则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

的销售的税后净现金流量。

三、结论

本文打破了税负无差异点模型不符合现实的前

提假设和目标，基于价值最大化目标，构建了单期购

销活动税后净现金流量模型，在考虑采购环节的供

应商与销售环节的销售对象的连环反应和购销双方

博弈分析框架下，得出了与税负无差异点分析方法

迥然不同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决策结论。

一是当企业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时，销售企业也应该选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身份，

这样能获得更多的税后净现金流量。

二是当企业的下游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时，销

售企业应考虑其销售的货物或服务的实际增值率。

若其销售的货物或服务的实际增值率大于税后净现

金流量无差异点的增值率，应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

份；反之，应选择一般纳税人纳税身份。而且，基于税

后净现金流量无差异确定的无差异点的增值率与传

统的基于税负无差异确定的无差异点的增值率并不

相同。

三是在企业的采购环节，一般纳税人企业选择

从小规模纳税人（可提供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处采购还是从一般纳税人处采购的税后净

现金流量无差异点为两类纳税人身份的供应商所提

供不含税的采购价格相同时；一般纳税人选择从小

规模纳税人（只提供普通发票）处采购还是从一般纳

税人处采购的税后净现金流量无差异点为小规模纳

税人供应商所提供含税采购价格与一般纳税人供应

商所提供的不含税采购价格相同时。当小规模纳税

人供应商与一般纳税人供应商所提供的实际含税价

格比率低于无差异点的含税价格比率时，一般纳税

人企业应选择从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反之，则应当

选择从一般纳税人处采购。而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只

对含税采购价敏感，会选择实际支付价格最低的供

应商进行采购。

税务筹划作为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其

目标应该服从财务管理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目标；

而且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其税负，

还会对其销售所能收到的现金流和采购所需支付的

现金流造成异质影响。传统的税负无差异点忽略了

这两点因素，导致得出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

税务筹划决策脱离现实。而本文基于价值最大化的

购销双方博弈分析，更加符合现实的市场经济环境，

为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和选择购进价格提供了符

合现实的税务筹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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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征收率

无差异点的增值率
（不含税价格）

17%

3%

25.07%

13%

3%

33.90%

11%

3%

41.63%

6%

3%

106.00%

表 3 税后现金净流量无差异点的增值率
（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