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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与筹划

一、案例的提出与分析

近日，某税务中介机构按照协议约

定对南阳市某水泥有限公司 20 09 年上

半年纳税情况审查时发现，截至 6月份，

挂“其他应付款”账户的销售装卸运输

费累计达 430 万元。该企业是一家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各

种标号水 泥。20 06 年 5 月被 主管国税

机关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企业

与经销商签订的供货合同表明，水泥以

合同价每吨 284 元的含增值税价格卖

给经销商，其中包括装卸运输费用 50

元。根据上半年实际资料，结合下半年

可能出现的变化因素，预计 20 09 年度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860 万元（不包括

运输发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20 09 年

度可销售水 泥 40 万吨（ 每吨生产成 本

140 元）。由于没有自己的装卸运输队，

所以该企业雇用外部运输公司负责装

卸并送货上门，平均每吨装卸费 20 元、

运输费用 30 元。企业对每吨货物本身

价 款 234 元开具 销售发 票，50 元的装

卸运输费另开收款收据，这部分装卸运

输费用先由该企业在收取 水泥款时一

并收取并暂挂“ 其他应付款”账户，然

后在货物运到后凭自己开具的收 款收

据与运输公司进行结算，运费收支通过

“ 其他应付款”账户核算。当中介机构

服务人员问道，挂账的这部分装卸运输

费用为什么没有申报纳税时，企业会计

人员答复，他们是凭与这家装卸运输公

司签订的合同在收取货款时一并收取

装卸运输费的，纯粹是为了方便运输公

司，以后还要转交运输公司，他们一分

钱不留。既然不是公司的收入，所以当

然不应该由他们申报纳税。中介机构服

务人员指出，既然在与购货方签订的供

货合同中，装卸运输费用含在产品销售

价格中，那么在纳税时就应该按包括装

卸运输费用在内的应税销售额计 提销

项税额，该企业对代收代付装卸运输费

用的处理存在涉税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值税暂行条 例

第六条 规 定，销售额为纳税 人销售货

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

价款和 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

销项税额。根据增 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十二条 的规 定，条 例第六条所

称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

运输 装卸费，但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的

代垫运输费用不包括在内 ：1. 承运部

门的运输费用发 票开具 给购买方的 ；

2 . 纳 税 人 将 该 项 发 票 转 交 给 购 买 方

的。该企业收取 水泥 装卸运输费未作

价外费用申报增值税的税收 风险主要

体 现 在，对不同时符合两个条 件的代

垫 运 输 费用，不 仅需 要 补 缴 增 值 税、

城 建税金及 附加，还要接受税收罚款

及缴纳滞纳金。有没有既能消除 税收

风险，又不增加 企业税收负担的解 决

办法呢？税务中介机 构 认为装卸运输

费用可以有不同的支付方式，但不同的

装卸运输费用支付 方式 对企业负担的

税 款和实现的净利润的影响不同，存

在 纳税筹划的空间，可以从 改变合同

内容及支付运费方式的角度 对运输业

务进行筹划。

二、两个筹划方案的比较与选择

方案一 ：由运输公司给购货方开

具运输发 票，销售货物方作代 垫 装卸

运输费处理。

从 上 述 规 定中可以得出结 论，要

想避免代垫运输费作为价外费用缴纳

增值税，就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 ：1. 承

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开具给购买方 ；

2 . 纳 税 人将 该 项 发 票转交 给 购买方。

即企业以正常的产品销售价格与购货

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并商定 ：运输公

司的运输发票直接开给购货方，并由该

企业将该发 票转交给购货方，销售 企

业为购货方代垫运费。另一方面，企业

与运输公司签订代办运输合同，企业在

货物运达后向运输公司支付代垫运费，

将 代 垫 运费从销售 价 格中分 离出来，

水泥每吨价格从 28 4 元降为 23 4 元。这

样处理后，因为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所

以代垫的运输费用就不需要再缴纳增

值税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在方案一下，假 定 未 发 生其他 业

务，则按照预计销售量，该企业 2 0 09

年度纳税情况计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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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含 税 销 售 额 ＝ 23 4÷（1 ＋ 17%）×

4 0 ＝ 8 0 0 0（万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 8 000×17% ＝1 360

（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 860（万元） 

应纳增值税＝1 360 － 860 ＝500（万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500×（7% ＋ 3%）＝

50（万元） 

增 值 税 税负率＝ 50 0÷8 0 0 0×10 0 %

＝ 6 . 25% 

主营业务利润额＝ 8 0 0 0 － 140×40 －

50 ＝ 2 350（万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2 350×25% ＝587.5

（万元）

净利润＝2 350 － 587.5 ＝1 762.5（万元）

方案二 : 由销售 企业 给购货方开

具销售发 票，运输企业 给 销售方开具

运输发票。

如果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销售价

格 包括 运输 装卸费，运输费用不再由

购货方负担，而由销售方负担，那么一

方面需要由销售企业 给购货方开具销

售发 票，销售方的销售额中包括 运输

装卸费，也 就 是说将收取 水泥 装车费

作为价外费用申报增 值税 ；另一方面

再由运输企业给销售方开具运输发票，

则销售 企 业可凭 运输发 票 金 额 按 7%

计算抵扣进项税额（注意装卸费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抵扣 7% 的税后余额作

为销售费用处理。按照这种方案，该企

业 2 0 09 年度纳税情况计算如下 ：

不含税销售额＝（234 ＋50）÷（1＋17%）

×40 ＝ 9 709.6（万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 9  7 0 9 . 6×17 % ＝

1 650 .63（万元） 

增 值 税 进 项 税 额 ＝ 860 ＋ 3 0×4 0×

7% ＝ 94 4（万元） 

应 纳 增 值 税 ＝ 1 650 .63 － 94 4 ＝

70 6 .63（万元） 

营 业 税 金 及 附 加 ＝ 70 6 .63×（7% ＋

3%）＝ 70.66（万元） 

增 值 税 税 负 率 ＝ 70 6 .63÷9 709.6×

10 0 % ＝ 7. 28% 

主营 业 务 利 润 额 ＝ 9 709.6 － 14 0×

4 0 － 70 .66 － 3 0×4 0×（1 － 7%）－ 2 0×

4 0 ＝ 2 12 2 .94（万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 2 12 2 .94×25% ＝

53 0 .74（万元）

净利润＝2 122.94－530.74＝1 592.2（万元）

综合考虑应交税费和净利润两个因

素，方案一与方案二相比，不仅少缴税费

170.53 万元（1 308.03 － 1 137.5），而且

税后净利润增加 170.30 万元（1 762 .5 －

1 592 .2），即方案一缴纳税费较少，税后

净利润较多，所以对一般企业来说，方

案一为最佳方案。

然而，在本案例中，该水泥生产企

业 从 本 企业实际出发，再三 权衡后却

最终选择了方案二。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选择方案二缘于该企业目前可以

享受双重税收优惠。

该公司特 别重视资源综合利用和

节能环保工作，于 20 08 年底废弃立窑

生产工艺，积极采用旋窑法工艺和先进

技术，成功利用工业废弃物制成水泥，

变废为宝，减少了环境污染。该公司生

产的水泥产品已经省资源综合利用认

定委员会审查 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并颁发有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

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

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 》（ 财 税 [20 08]156 号）的 规 定，采

用旋窑法工艺生产并且生产原料中掺兑

废渣比例不低于 30% 的水泥实行增值

税即征即退的政 策。该公司资源综合

利用产品—32 .5 级复合硅酸盐水泥

和 42 .5 级复合硅酸盐水泥全部符合增

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资源综合利用

应退税 额 706 .63 万元。但《 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 府性 基金有关企业所 得税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 08]151 号）

规定，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

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 使 用后要求归还

本金的以外，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

额。本条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取

得的来源于政 府及其 有关部门的财政

补助、补贴、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

财政专项资金，包括直接 减 免的增 值

税和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

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 规定取得

的出口退税款。该公司实际收到退税款

时，依据区国税局、区财政局盖章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收 入退还书和银行

转账结算凭证，作借“银行存款”、贷“补

贴收 入”的会计处理。另外，该公司系

20 06 年 2 月成立的生产型外商投资企

业，享受“两免三减半”所得税优惠。依

据《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

惠政策的通知》（国发 [20 07 ]39 号）的

规定，自 20 08 年 1 月 1日起，原享受企

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

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

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 及相

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

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

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 20 08 年度起计

算。该企业 20 09 年度开始进入减半征

收的第二年份。如果方案二考虑即征即

退增值税因素，则 20 09 年度实际负担

的增值税为零，相应增加企业所 得税

=706 .63×25%×50%=88 .33（ 万元 ）。

此时，方案二实际负担 的各 种税 费 =

7 0.66+530 .74+88 .33=689.73（万元），

税 后 净 利 润 =1 592 . 2+（706 .63 －

88 .33）=2 210 .5（ 万元），从 应交税费

和净利润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对该企业

而言，方案二明显优于方案一。从该案

例可见，将收取水泥装卸运输费作为价

外费用申报增值税不仅可享受增值税

优惠政 策增加 企业收 益，而且没有任

何税收风险。对购货方来说，可以凭销

售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17%

的进项税额，更有利于购销双方的业务

合 作，所以对有类似情况的企业来说，

方案二才是最佳方案。■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国家税

务局	河南省南阳宏图税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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