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1 0362 

纳税与筹划

食品制造企业税收筹划应用

—— 以 S食品公司为例

张羽瑶 张博■

2018 年以来，我国食品制造行业经

历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转

变。2019 年 1～11 月食品制造企业资产

总计为 15 968.7 亿元，同比增长 6.3% ；

营 业 收 入 为 17 115.5 亿 元，同 比 增 长

6.5%。伴随而来的是市场集中度的显著

增加，行业竞争愈发激烈。据悉，2019

年 我 国 共 有 8 291 家 食 品 制 造 汇 总 企

业，相 比 2018 年 少 了 690 家，其 中 有     

1 241 家企业亏损，亏损比率为 14.97%。

在如此激烈的生产竞争格局下，食品制

造企业的盈利能力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因此，税收筹划已经成为部分食品制造

企业增加利润、减少税负、获得市场竞

争优势的重要手段，食品制造企业在合

规合法前提下系统开展的税收筹划工

作变得愈发重要。

一、食品制造企业税收筹划应

用的重点

摘 要 ： 合法有效的税收筹划已经成为食品制造企业增加利润、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对食品制造企业而
言，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活动频繁，尤其是针对原料采购、生产、销售及内部核算过程的资金营运行为的税收筹划

节税效果提升空间较大。本文以S食品公司的税收筹划实践为案例，重点分析了食品制造企业针对原材料采购、存货计价

方法和销售结算方式的税收筹划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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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承担税负的多少与原材料供应商的

纳税人身份有着直接关系。原材料供应

商如果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开具税

率为 13%（2019 年 4 月 1 日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原材料供应商如果是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出具由其所在主管税

务机关代开的征收率为 3% 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由于存在增值税进销项抵扣制

度，使得食品制造企业在进行原材料供

应商选择时存在纳税筹划的空间。

如果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

原材料，由于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征收率较

低，购买方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就会比从

一般纳税人购进原料可抵扣的进项税

额少很多，如果销项税额保持不变，那

么公司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原材料应

缴纳的增值税就会相应增加。在原材料

价格相同的条件下，食品制造企业少抵

扣 10%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所以通常情

企业税收筹划可分为 ：税收优惠

筹划、纳税身份筹划、税基税率筹划、

税负结构筹划和会计政策筹划等类型。

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法律法规要求，合

理享受国家和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是

税收筹划的基本形式和达到节税效果

最有效的途径。此外税收筹划还存在于

企业融资、投资和企业资金营运活动的

方方面面。

对食品制造企业而言，相比企业投

资、融资行为的税收筹划活动，生产经

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更加频繁，尤其是

针对原料采购、生产、销售及内部核算

过程中的资金营运行为的税收筹划节

税效果提升空间较大，企业管理层和财

务人员应该予以重视。本文重点针对食

品制造企业原材料采购、存货计价方法

和销售结算方式的税收筹划进行分析。

（一）针对原材料采购的税收筹划

食品制造企业作为原材料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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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食品加工公司会选择把一般纳税

人作为采购对象。但在现实交易中，相

比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售价，一些小规模

纳税人为了吸引客户会降价销售。这就

需要食品制造企业作为原材料采购方

确定接受小规模纳税人供货商多大程

度的折扣幅度，以此弥补增值税抵扣较

少的损失。食品制造企业需要根据供应

商纳税人身份和报价计算价格折扣临

界点，并以此作为选择供应商的重要标

准，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

（二）针对存货计价方法的税收筹划

对于食品制造企业而言，存货占用

的资金也是企业营运资金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规定了四

种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 ：先进先出法、

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个别计

价法。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

生产销售型企业而言，在会计周期内产

品销售后便需要对存货进行核算，在相

同销售额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存货计

价方式会导致销售成本的变化，进而影

响销售利润额和应纳税所得额，最终对

企业的所得税负产生较大影响。

食品制造企业选择存货计价方法

前应该充分考虑当期和未来一段时期

的原材料、销售商品的物价水平和市场

供需变化。如果食品制造企业生产食品

所需要的原材料在一段时期内市场物

价波动较为频繁，企业可以考虑使用加

权平均法 ， 稳定原材料成本 ；如果处于

物价上涨期，公司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

或者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来的

销售成本较高，最终承担的应纳企业所

得税额相应会较少 ；如果处于物价下

降期，公司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出来的

销售成本较高，最终承担的企业所得税

额会较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规定，

企业存货计价方法确定后必须在税务

机构备案且不得随意改变。如需改变存

货计价办法，企业应在下一纳税年度开

始前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再执行新

的存货计价办法。因此对于食品制造企

业而言，需要以纳税年度为时间单位预

估、分析原材料的物价水平变化和市场

供需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存货计价

办法进行有利于企业的合理变更。

（三）针对销售结算方式的税收筹划

不同的销售结算方式决定了产品

销售收入的实现时间，产品销售收入的

实现时间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

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企业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的推迟为减轻税负提供了筹划

机会。

食品制造企业常见的销售方式主

要有直销、赊销以及分期付款。表 1 列

举了食品加工公司常见的几种销售结

算方式及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分期收款销售结算方式和直接收

款销售结算方式下的税金、现金流等方

面差别很大。采用分期收款销售结算方

式可以实现收入的分流确认，通过把当

年付出的税务成本递延到以后，企业不

仅缓和了自身现金流压力，而且可以延

迟缴纳税款，降低企业税收成本。食品

制造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财务需求在税

法和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灵活制定

适合的销售结算方式或组合，达到税收

筹划的目标。

二、以 S 食品公司为例的税收

筹划分析

S 食品公司是国内生产速冻食品的

大型企业，涉及的主要税种有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其中，增值

税是最主要的税种，2019 年占比高达

60.72% ；其次是企业所得税，2019 年占

比 16.31%。2016 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后，

S 食品公司 2016 ～ 2019 年应交税费的

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其营业收入的增长

率，说明公司的税收情况变动很大，另

一方面也说明公司存在一定的税收筹

划空间。 

（一）原材料采购环节的税收筹划

2020 年 8 月，S 食品公司外购面粉

作为加工速冻水饺和面点的原材料，备

选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

甲供应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

报价为 80 万元（含税价），可以开具税

率为 13%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乙供应商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报价为 75 万

元，可以出具由其所在主管税务机关代

开的征收率为 3%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下面针对 S 食品公司进行供应商选

择的税收筹划（已知城市维护建设税税

率 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3%）：假定

甲供应商的报价为 A，乙供应商的报价

为 B，计算价格折扣临界点对应的销售

价格 ：

令 A÷（1+13%）- [A÷（1+13%）×

13%×（7%+3%）]=B÷（1+3%）- [B÷

（1+3%）×3%×（7%+3%）]

可以解出 ：B=A×90.24%。即，当

乙供应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报

价为甲供应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报

价的 90.24% 时，无论从甲供应商还是

从乙供应商购入面粉，S 食品公司取得

表1   食品加工公司常见销售结算方式及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销售结算方式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直接收款 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托收承付、委托收款 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信用销售、分期收款
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
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预收货款 货物发出的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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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后收益是相等的。

结合 S 食品公司两个供应商的报

价，“价格折扣临界点”的销售价格为

72.19 万 元（80×90.24%）。只 有 当 乙 供

应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报价低

于 72.19 万元时，向乙供应商购入面粉

才可以获得比向甲供应商购入面粉更

多的税后收益。而乙供应商的报价 75

万元，大于 72.19 万元，所以 S 食品公司

应该选择从甲供应商（一般纳税人）购

入面粉。

（二）存货计价方法的税收筹划

S 食品公司的子公司 2020 年购买和

零售糯米粉的记录如表 2 所示（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 25%）。假设企业的销售费

用为 800 元。为了方便比较，暂不考虑

生产领用糯米粉）。

从表 2 可以看出，2020 年全年 S 食

品公司的子公司购进的原材料糯米的

单价持续上涨，从年初的每公斤 27 元，

涨到年底每公斤 46 元，全年原材料价

格呈现持续上涨的状态。对先进先出

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和移动加权平

均法下公司的销售成本、毛利数据和应

纳所得税额计算分析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三种计价方法

中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出来的期末存货

成本最高，当期销售毛利最高，导致 S

食品公司承担的所得税税负最高。采用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出的期末存货

成本最低，当期销售毛利最低，所承担

的所得税税负最低。当然这种税收筹划

成功的前提是 S 食品公司的子公司提前

预测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向税务

机关变更存货计价方法并获得批准。

（三）销售结算方式的税收筹划

S 食品公司的子公司在 2020 年 5 月

发生了三笔速冻水饺的销售业务，货款

合计 425 万元（含税）。其中，第一笔现

金收款直接销售，取得货款 170 万元（含

税）；第二笔信用销售，货款 145 万元

（含税），购买方承诺 2 年后一次付清 ；

第三笔分期收款，货款 110 万元（含税，

其中有 70 万元购买方承诺 1 年后支付，

有 30 万元购买方承诺 1.5 年后支付，余

款 10 万元购买方承诺 2 年后支付）。

假如这三笔销售均以现金收款的

方式直接销售，那么涉及到的增值税额

48.89 万 元 [425÷（1+13%）×l3%]，全

部税款需要当月缴纳。由于存在不同

销售结算方式，导致收入确认时间不

同，所以对应的增值税缴纳时间也不

同。具体情况为 ：第一笔直接收款涉

及到的增值税税额为 19.56 万元 [170÷

（1+13%）×l3%]，全部税款当月缴纳。

第 二 笔 信 用 销 售（ 承 诺 2 年 后 支 付 的

货款）涉及到的增值税税额为 17.83 万

元 [（145+10）÷（1+13%）×13%]， 该

部分税款可延缓纳税 730 天。第三笔分

期收款（承诺 1.5 年后支付的货款）涉

及到的增值税税额一部分为 3.45 万元

[30÷（1+13%）×13%]，该部分税款可延

缓 纳 税 548 天 ；另 一 部 分 为 8.05 万 元

[70÷（1+13%）×13%]，该部分税款可

延缓纳税 365 天。

由上可知，S 食品公司的子公司采

用直接收款方式取得收入对应的 19.56

万元增值税需要在当月全部缴纳 ；剩

余采用信用销售和分期收款方式取得

收入对应的 29.33 万元增值税可以实现

延缓纳税，能够为公司节约一定的流动

资金，可用于日常的生产经营周转，达

到增收、节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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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0年糯米粉入库出库明细表

日期 摘要 数量（千克） 单价（元） 金额（元）

1月2日 购进 100 27 2 700

2月6日 零售 90 27 2 430

3月13日 购进 60 30 1 800

6月1日 购进 50 30 1 500

10月3日 购进 60 38 2 280

12月3日 零售 80 46 3 680

数据来源：S食品公司内部数据整理

表3             不同存货计价方法纳税对比表                     单位：万元

计价方法 期末存货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毛利 应纳税额 税负排序

先进先出法 3 480 6 110 4 800 1 310 127.5 1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3 067 6 110 5 213.9 896.1 24.03 3

移动加权平均法 3 250 6 110 5 030 1 080 7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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