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税&筹划

一起纳税筹划失败案例引发的思考

龚厚平

纳税筹划的特征是合法性。但目前一些企业的经理

由于税法知识掌握得不全面，仅凭感觉搞所谓的“纳税筹

划”，其结果是“ 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仅未节约税款，

反而要交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甚至是负刑事责任。

一、筹划失败案例介绍

大华公司是一家物资公司。2005年 12月大华公司的王

经理在业务往来中得知，一木材厂每月都有 1 000吨左右

的木材欲出售，同时一造纸厂几乎每月都有收购木材的意

愿。于是大华公司决定利用这两家企业的业务关系来扩大

自己的业务。然而对于这项业务是选择中介角色收取一定

的服务费，还是选择中间商角色赚取一定利润，王经理做了

一番测算：假如选择中介角色，大华公司在此项业务中只

须就其每月收取的中介费用按 5 % 的税率申报缴纳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在此忽略不计）；如果选择中间商角色，大华

公司要按照 17% 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如果木材厂每月向造纸厂出售1 000吨木材，每吨向大

华公司支付中介费10元，那么，大华公司每月的中介收入为

10 000元，应申报缴纳的营业税为：10 000×5% =500（元）。

如果大华公司按当地市场价以每吨 200元的价格从木

材厂收购木材，然后以造纸厂能够接受的每吨 208元出售，

那么，大华公司每月的差价收入为 8 000元，应缴纳增值税

为：208×1 000×17% -200×1 000×17% =1 360（元）。

两者相比每月相差 860元的税款。不仅如此，选择中介

角色大华公司的收入还较高。于是，王经理决定选择以中

介角色进行运作（时间为 2006 年 1月到 6月）。到 2006年 7

月，由于木材市场转为卖方市场，木材厂在出售木材时，要

求大华公司必须是现金交易，否则就不供货。而造纸厂却

提出近期资金困难暂请大华公司垫付的请求。为不失去此

项业务，王经理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由公司先向木

材厂垫付货款，然后再向造纸厂索要。

2007年 6月，税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了此问题，税务

人员称大华公司的做法属于偷税，应该补税并处罚款。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营业税若干政策规

定的通知》（财税字[1994]第 026号）第五条规定：代购

货物行为，凡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不征收增值税，不同时

具备以下条件的，无论会计制度规定如何，均征收增值税。

（一）受托方不垫付资金；（二）销货方将发票开具给委托

方，并由受托方将该项发票转交给委托方；（三）受托方按

照销货方实际收取的销售额和增值额与委托方结算货款，

并另外收取手续费。因此大华公司此种垫付货款的行为，

不完全符合代购条件，大华公司就此应该缴纳增值税。

二、合法筹划方式分析

其实，王经理只要改变经营活动的方式就可以避免纳

税筹划失败的风险，轻松获得纳税筹划的经济效益。

方法一：变“垫付款”为“借款”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营业税问题解答（之

一）>的通知》（国税函[1995]156号）第十条的规定，不论

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

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

收营业税。由此可知，大华公司收取的利息要按 5.5%的税

率缴纳营业税及附加（金融保险业）。只要收取的利息和中

介费每吨 10元相同，对大华公司而言，税后净利是相同的，

但收取利息没有涉税风险。

但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 ：“（一）纳

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

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

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

准予扣除。”可知：造纸厂借入款时将面临超率部分不能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进行扣除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华公

司可以采取变通方式，即由大华公司为造纸厂的应付木材

厂款项提供担保服务，并从中取得担保收入。从而可以使造

纸厂的借款利率不超过银行贷款的利率，同时大华公司取

得的担保收入和利息收入与原来的中介费相等，其担保收

入和利息收入皆按 5.5% 的税率缴纳营业税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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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变代购代销中介业务为买卖业务

假设木材厂每吨木材进价为 100元，进项税为 17元。

对于最终买方造纸厂来讲，它的采购成本每吨 208 元（不

含采购中的增值税）是不能变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25 % 。

对于大华公司和木材厂，，双方可以采取利益最大化方式进

行纳税安排。

采取代理方式时，大 华公司每吨收取 10元的代 理

中 介费，其 税 后 净 利 每月为 1 000 ×10 ×（1-5. 5 % ）×

（1-25% ）=7 088（元）；木材厂每月的税后净利为 1 000×

（208-100-10）×（1-25 % ）=73 500（元）。

采取买卖方式时，大华公司每吨赚取8元的差价费，其税

后净利每月为 1 000×8×（1--25 % ）=6 000（元）：木材厂每

月税后净利为1 000×（200-100）×（1--25% ）=75 000（元）。

由此可见，采取买卖方式对大华公司不利，而对木材

厂有利。

进一步分析：为保持大华公司的每月税后净利 7 088

元不变，双方应采取的定价为1 000×（208-X）×（1--25 % ）

=7 088，得出X=198.55元 /吨。与此同时，木材厂的税后净利

为 1 000×（198.55-100）×（1--25% ）=73 912（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采用中介方式或买卖方式，当

大华公司的净利皆为 7 088元（意即大华公司不受代销或

买卖方式影响）时，木材厂采取买卖方式较中介方式可提

高利润为：73 912-73 500=412（元），这是将双方利益都

考虑时买卖方式较中介方式的可节税金额。

最后需提醒的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

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

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

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大华公司上述行为并不属

于偷税，可以要求税务机关退回误缴的营业税，并补缴增

值税。

（作者单位 ：四 川隆中税 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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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转租房产为代租房产可节税

申 琥

张某欲长期租赁某单位一栋房屋，计划通过改造装修

后（装修费用在 10万元），将所租赁的房屋用于经营性转

租，从中获取差额收益。经双方协商，张某年定额支付房主

租赁费 145万元，剩余的租赁收益归张某所有。张某通过

市场测算，转租可以取得收入在 180万元，差额收益为 35

万元。张某应当如何与房主签订合同以节约税收成本？

方案一：张某与房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张某取得的房屋转租收入，结合现行政策需要缴纳以

下税（费）：

1、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对取得的

转租收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营业税税目注

释 >（试行稿）的通知》（国税发 [1993]149 号）规定 ：“ 租

赁业，是指在约定的时间内将场地、房屋、物品、设备或

设施等转让他人使用的业务。”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5]076 号规定 ：“单

位和个人将承租的场地、物品、设备等再转租给他人的行

为也属于租赁行为，应按‘服务业
，
税目中‘租赁业

，
项目征

收营业税。”在计税依据上，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

条 ：“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

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因此，将租用房屋再转租出去，应全额按租金收入计算缴

纳营业税，不能扣除租赁成本。对按市场价格出租的非居

住用房按 5 % 的税率计算征收租赁业营业税：1 800 000

×5 % =90 000（元）；城 市维 护 建 设 税：90 000 ×7 %

=6 300（元）；教育费附加：90 000×3% =2 700（元）。

2、印花税。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财产租赁合同应

按租赁金额的千分之一贴花。承租合同和转租合同，均应

当按规定缴纳印花税。应缴纳印花税 1 800元。

3、房产税。《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房产税由

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

缴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

房产所在地的，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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