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筹划是指依据合理地方法进行节税避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所

得税。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以及税收的政策下，主要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然后选

择特定地区或者是在园区特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是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

进行合理的避税。

税务筹划是在合法、合理为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操作，因此主要是进行合理的

税务筹划，是合法的。

怎么进行税务筹划

进行税务筹划的方案主要分为，以企业性质进行税筹、以征收方式进行税筹

等不同的方法，本文捷税宝小编就为您介绍最常用的手段。

一、私营企业组织形式的筹划

私营企业包括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

独资企业四种组织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对企业

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由于公司与其股东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在征税时对公司

和股东实行双重征税，即对公司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股东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

分得的税后利润征收个人所得税。

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在征税时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因此，利用四种组织形式，对每个“准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

二、查账征税与核定征收方式的筹划

所得税的征收有两种方法：查账征收与核定征收。对财务会计制度较为健全，

能够认真履行纳税义务的单位，采用查账征收的方式;对经营规模小、会计核算

不健全的纳税人，采用定额征收、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及其他核定征收方式。



综合权衡，选择查账征收方式，不仅降低涉税风险，而且有利于企业的长远

发展，这需要企业按照国家规定设置账簿，核算收入、成本、费用，并按期办理

纳税申报。

三、将部分业务招待费转化为业务宣传费

业务招待费是私营企业必不可少的日常支出，不少私营业主将个人及家庭餐

饮、食品、娱乐支出的发票拿到企业报销，这种人为增加企业费用的做法并不可

取。

首先，企业参加产品交易会、展览会发生的餐饮费、住宿费，应作为业务宣

传费列支。其次，企业可以将部分业务招待费转化为业务宣传费，增加费用的税

前扣除金额。例如，将某些餐饮招待费改为赠送给客户的礼品，在礼品上印上企

业的名称或标志，附带企业的宣传资料，或者邀请客户参加企业举办的产品推介

会，要求参会人员签到，并为参会人员提供餐饮和住宿，由此产生的费用作为业

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

予结转以后纳税年度扣除。

四、私营公司的捐赠与个人捐赠结合进行筹划

如某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1年 5 月打算以公司的名义通过中华慈善

总会向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捐赠 400万元，公司 2010年利润总额 2800万元，该董

事长获得红利 280万元，预计 2011年利润总额 3000万元，该董事长可获得红利

300万元，按照规定，公司捐赠的扣除限额为 360万元(3000×12%)，剩余 40万

元捐赠支出很可能不允许税前扣除，额外增加企业所得税 10万元。如果该董事

长以公司名义捐赠 360万元，以个人名义从红利所得中捐赠 40万元，按照个人

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

准予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由于企业所得税法设定了公益性捐赠的扣除比例，不少私营企业以公司名义

捐赠得少，而以投资者个人名义捐赠得多，这是一种理性的做法。从股东利益出



发，企业限定捐赠金额是必要的，作为补充举措，大股东以个人名义追加捐赠，

这样既表达了爱心，又减轻了税负，是理性的商业与带有感情色彩捐赠的最好结

合。

五、注意划分企业经营支出和投资者个人支出

如某五金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板，2010年 12 月以消费性支出名义从公司

支出买房款 100万元，2011年 5月 25日税务机关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

税务人员认为该笔支出与公司开展业务无关，应视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征

个人所得税 20万元，同时调增企业所得税 25 万元，由于该老板少缴了税款，税

务机关责成其补缴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并对其处以 10万元的罚款。老板对此很

不理解。

税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

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

产性支出，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利润分配，并入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

依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除上述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

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

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并且企业的上述

支出不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该老板的行为属于第二种情况，应按照"股息、红

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20万元。

此外，为了避免部分企业股东以"借"为名，挪用公款私用，偷逃税款，税法

规定，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借款，

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

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

税。

六、投资者分红与工资、薪金所得的筹划



例：英才商贸公司是冯英才和三个朋友每人出资 100万元成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四个股东约定平时不领工资，年终分红。2010年该公司实现会计利润 90 万

元，纳税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102万元，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25.5万元，

税后利润 64.5万元，公司按规定提取了公积金、公益金 9.68万元.可分配利润为

54.82万元。年底四个股东决定将其中的 40万元拿出来进行利润分配，每人分得

红利 10万元。四个股东共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8 万元，投资者实际上承担了企业

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道税负，合计税负为 33.5万元。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纳

税筹划。

方案一：四个股东每月领取工资 3500元，工资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年终每人

分红 5.8万元，

四人的分红共需缴纳个税 4.64万元，股东工资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减少

企业所得税 4.2万元，投资者所得税税负为 25.94 万元(25.5-4.2+4.64)。

方案二：四个股东每月领取工资 3500元，年终奖 1.8 万元，年终分红 4 万元，

四人的分红共需缴纳个税 3.2万元，年终奖应纳个人所得税

=18000×3%×4=2160(元)，工资支出减少企业所得税 6 万元，投资者所得税税负为

22.916万元(25.5-6+3.2+0.216)，显然方案二所得税整体税负较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