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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纳税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税境和现行税法，遵循税收国际惯例，在遵守税

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以及“非不允许”的项目和内

容等，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与安排。  

  [关键词]纳税筹划；融资决策  

 

  纳税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税境（tax boundary）和现行税法，遵循税收国际惯例，

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以及“非不允许”的

项目和内容等，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

策与安排。  

  一、集团公司纳税筹划视角  

  根据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特征，集团公司进行纳税筹划通常可以从几方面入手：  

  1、从影响应纳税额的三个因素入手  

  （1）税基筹划：一般是通过选择恰当的成本费用分摊方式来尽量减少税基，这样在税

率不变的情况下可减少应纳税额；（2）税率筹划：不同税种的税率不同，同一税种内部也

有税率差别，一般可通过改变税基的分布从而选择适用较低税率；（3）税额筹划：这种方

法最直接，即纳税人根据税收优惠中的免征或减征条款通过恰当的调整使自己在形式上符合

减免税条件从而合法地减轻或解除税负。  

  2．从税收优惠入手  

  国家为了实现调节经济职能在税制中一般都设有各种优惠条款，通过实行税收鼓励来影

响纳税人的生产与消费偏好。企业若能用足用好这些优惠政策就可享受充分的节税利益，此

乃纳税筹划的核心。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企业不得曲解和滥用税收优惠条款，更不能

采取欺诈手段骗取税收优惠；企业应按法定程序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时效性

很强，企业要因时制宜。  

  二、集团公司融资决策中的纳税筹划方法  

  筹资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企业所需资金，无论从何种渠道获取，都要付

出一定的代价，即资金成本。筹资决策的目标应是以较低成本和较小风险筹集到足够数额的

资金。纳税作为现金流出，不仅直接影响资金需要量，而且间接影响筹资方式与资本结构。

因此企业在筹资决策时必须做好纳税筹划。  

  企业筹资一般有发行股票或债券、借款、租赁等方式。不同筹资方式的难易程度和资金

成本各不相同。其中，税收待遇是影响资金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企业在选择筹资方式

时，需要考虑包括税收在内的诸多因素，综合衡量。  

  1、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是筹资的一种基本方式，有三个方面与税收有关：其一，支付的股利必须是税

后利润；其二，如果注册资本额小于所需资金量企业可通过负债来解决资金短缺，而负债利

息可在税前扣除；其三，发起人若一次认足股份，不能享有所得税利益，若分次认足，在其

资金全部到位前，资金缺口可通过负债解决，减少发起人的纳税负担，而发起人仍可按出资

比例分享利润。方式从整体上看，股票筹集资金成本要高于其它方式。  

  2、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是筹资的重要方式。从纳税的角度看，它的最大优点是债券利息可在所得税前



支付，相当于国家替企业负担了一部分利息；但发行债券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发行风险高、

限制条件严格、能筹集到的资金数量有限。 

 3、借款  

  借款是筹资必不可少的方式。企业既可向各商业银行借款，也可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

还可向其他单位借款。借款利息同债券利息一样是在所得税前支付，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借

款利息往往低于债券利息，在同等条件下，筹资成本相对更低。  

  4、租赁  

  租赁是现代的一种新型筹资方式，指出租人在承租人给予一定报酬的条件下，授予承租

人在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和使用财产的权利的一种契约性行为。是借融物来融资。租赁有经营

租赁和融资租赁两种形式。于承租人，租赁既可避免因长期拥有机器设备而承担资金占用和

经营的风险，又可通过支付租金或提取折旧的方式，冲减企业所得税的税基。于出租人，出

租既可免去为使用和管理机器设备所需的投入，又可获得租金收入。当然，租金收入要缴

纳 ５％的营业税，租赁合同要缴纳１%的印花税。在国外，这种税金上的好处是企业决定

是否租赁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集团公司投资决策中的纳税筹划  

  投资是指企业投入财力以期望在未来获取收益的一种行为，它既是企业诞生的唯一方

式，也是企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因为它决定着企业资金的使用方向、未来收益

的大小和企业价值的高低。投资决策中纳税筹划的核心是根据税收杠杆的调控导向，充分利

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以尽量减少投资成本中的纳税成本。  

  1、从属机构设置的纳税筹划  

  当企业进行跨地区投资时，一般要设立从属机构。从属机构主要有子公司和分公司两种

形式。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法律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二者

税收待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分公司可以与总公司合并申报纳税，发生亏损时能冲减总公

司的利润从而少缴所得税；而子公司须独立纳税，得不到冲减利润的好处，但有可能享受到

一系列子公司所在地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未分配利润递延纳税的好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企业必须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衡量，并根据对从属机构未来发展的预期进行决策，如果预计从

属机构在设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会处于亏损，采用分公司形式比较好；如果预计设立后不久

就可能盈利，那么采用子公司形式比较好。  

  2、间接投资的纳税筹划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一般只考虑投资收益（利息、股息）对所得税的影

响。  

  就债权投资而言，由于国债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其实际收益率等于票面收益率（平价

购买，下同），而其它债券的实际收益率等于票面收益率乘以（１－企业所得税税率），因此，

在票面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投资国债要优于投资其它债券。  

  就股权投资而言，投资方（本企业）分得的利润已是税后利润，一般不再征税，但如果

本企业与被投资企业适用税率存在差异，则在计算本企业所得税时需做如下调整：如果本企

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低于被投资企业的税率，不退还所得税；如果本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高于被投资企业的税率，分回的税后利润应单独计算补缴所得税。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时，

企业应尽量不投资于适用税率高于本企业的企业，以免所得投资收益多缴了所得税而得不到

退还，同时，投资方应根据被投资企业一贯的股利政策控制好投资比例，以确定是采用成本

法还是权益法进行核算。由于权益法把按投资比例计算的净利润全部确定为投资收益，而成

本法只把现金股利确定为投资收益，具有递延纳税的作用，因此单从税收的角度讲，采用成

本法比权益法对企业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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