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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税务风险评估的实证分析

刘　芳　吴　青　周　良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税收压力越来越大，商业银行的

管理层开始日益关注税务风险。税务风险有２种表现形式，即税负过重和税收处罚。根据１５
家上市商业银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的财务数据，构建了税负预警模型；采用税负对比法，对商业银

行的税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营业税税务风险变化不大，但是企业所

得税税负过重的商业银行有增多趋势。同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营业收入、营业支出、营业税

及附加、企业所得税对盈利综合税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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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由来已久，对１９２９年金

融危机的反思产生了最初的金融风险理论。近

年来，以风险计量和 资 本 配 置 为 中 心 的 现 代 金

融风险管理理论及方法迅速发展。这使得商业

银行较其他大型企业集团在税务风险管理方面

略胜一筹。
税务风险识别和评估是税务风险管理的重

要环节。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其历年来积累

的各项财务和涉税 数 据，综 合 利 用 各 种 分 析 方

法和手段，全面系统地评估税务风险的可能性、
严重性及影响程度，从 而 便 于 积 极 有 效 地 管 理

税务风险［１］。
本文以上市商业银行近３年的财务和涉税

数据为基础，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识别和评估

各商业银行的税务 风 险，同 时 对 税 务 风 险 的 影

响因素进行回归分 析，把 握 税 务 风 险 控 制 的 关

键环节，以期对 商 业 银 行 税 务 风 险 管 理 提 出 可

行性建议。

１　商业银行税务风险的内涵

企业税务风险是指企业涉税行为未能正确

有效地遵守税法规 定，从 而 导 致 企 业 未 来 可 能

遭受的法律 制 裁、财 务 损 失 或 声 誉 损 害。这 种

风险主要包括２个 方 面：①企 业 的 纳 税 行 为 不

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纳税而未纳税、少
纳税，从而面 临 补 税、处 罚、加 收 滞 纳 金 以 及 声

誉损害等风险；②企 业 经 营 行 为 没 有 准 确 适 用

税法，没有用足优惠政策从而多缴纳税款，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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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税收负担［２］。

目前，税务风险已经越来越被企业特别 是

大型企 业 所 关 注。许 多 大 企 业 由 于 经 营 领 域

广，内 部 组 织 机 构 复 杂，经 营 流 程 和 纳 税 环 节

多，税务 风 险 比 小 型 企 业 要 高。２００９年５月，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大企 业 税 务 风 险 管 理 指

引》，提示大企业 关 注 税 务 风 险，目 的 在 于 引 导

大企业建立规范的、符 合 自 身 特 点 且 能 有 效 运

行的内部税务风险 管 理 体 系，合 理 控 制 税 务 风

险，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这表明，大企业税务风

险管理已经受到税企双方的共同重视。

银行业是盈利水平较高、税负较重的行业。

随着金融行业在我 国 飞 速 发 展，商 业 银 行 所 面

临的税收压力越来 越 大：金 融 衍 生 产 品 日 益 增

加，经营管理流程日益复杂，外部监管力度不断

加强，税务执 法 刚 性 日 益 上 升。这 使 得 商 业 银

行管理层日益关注 税 务 风 险，并 致 力 于 研 究 如

何提升其防范和控制税务风险的能力［３］。

２　商业银行主要税种税务风险评估

我国商 业 银 行 需 缴 纳 的 税 种 主 要 有 营 业

税、企业所得 税 和 印 花 税 等，其 中，营 业 税 和 企

业所得税占银行业所纳税额的９０％，是银行业

的主体税种［４］。本文选择对商业银行的营业税

和企业所得税的税务风险进行评估。

２．１　建立评估指标

根据国 家 税 务 总 局《纳 税 评 估 管 理 办 法》

（国税发［２００５］４３号）和《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指引（试行）》（国税发 ［２００９］９０号）的 规 定，对

于商业银行的税务风险评估可以从营业税税负

率和企业所得税税负率［５，６］入手，同时考虑盈利

综合税负 率［７］。基 于 此，构 建 了 如 下 的 税 务 风

险评估指标：

ＩＢ ＝ＲＢｉＢ ×
１００％ ＝ＥＢ

／１．１
ｉＢ ×１００％ ；

ＩＥ ＝ＲＥｉＢ ×
１００％；

Ｔ＝ＥＢ＋ＲＥＰ＋ＥＢ ×
１００％。

式中，ＩＢ 为营业税税负率；ＲＢ 为营业税；ｉＢ 为营

业收入；ＥＢ 为营 业 税 及 附 加；ＩＥ 为 企 业 所 得 税

税负率；ＲＥ 为 企 业 所 得 税；Ｔ 为 盈 利 综 合 税 负

率；Ｐ为税前利润总额。

２．２　选取样本

本文选取了１５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 实 证

分析的样本，并以其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度财务报表

作为数据来 源。首 先，计 算 出 各 自 的 营 业 税 税

负率、企 业 所 得 税 税 负 率 和 盈 利 综 合 税 负 率。

然后，通过税负 预 警 模 型 计 算 出 商 业 银 行 营 业

税税负率、企业 所 得 税 税 负 率 和 盈 利 综 合 税 负

率的预警区 间。最 后，对 各 家 商 业 银 行 的 营 业

税税务风险和企 业 所 得 税 税 务 风 险 进 行 评 估，
同时利用税负对比法［１，８］，以预警区间中值作为

参考标准，计算出各自的税负差异率，以实现对

各家商业银行背离行业税负的异常现象进行有

效的监控。

２．３　税负预警模型

考虑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商 业 银 行 的 涉 税 政 策

没有太大 的 变 动，所 以 在 计 算 预 警 区 间［１，９］时，
各商业银行每年的数据都将作为一个独立的样

本存在，即存在４５个样本。
（１）样本税负情况

Ｂｎ ＝ＡｎＲｎ ×
１００％，　 （ｎ＝１，２，…，Ｎ），

式中，Ｂｎ 为样本ｎ的 税 收 负 担 率；Ａｎ 为 样 本ｎ
承担的税额；Ｒｎ 为 样 本ｎ的 应 税 收 入；Ｎ 为 样

本个数。
（２）行业税负水平

Ｂ＝∑
Ｎ

ｎ＝１

Ａｎ

∑
Ｎ

ｎ＝１
Ｒｎ
×１００％，

式中，Ｂ为行业税收负担率。
（３）行业税负标准差及离散系数

ｓ＝∑（Ｂｎ－Ｂ２）
Ｎ

，　δ＝ ｓ
Ｂ

式中，ｓ为行业税负标准差；δ为离散系数。
（４）税负预警区间

Ｒｍｉｎ ＝Ｂ－δ；

Ｒｍａｘ ＝Ｂ＋δ；

Ｒｍｅｄｉａｎ ＝
Ｒｍｉｎ＋Ｒｍａｘ

２
，

式中，Ｒｍｉｎ为 税 负 预 警 区 间 的 下 限；Ｒｍａｘ为 税 负

预警区 间 的 上 限；Ｒｍｅｄｉａｎ为 税 负 预 警 区 间 的 中

值。Ｂｎ＞Ｒｍａｘ，税 负 较 高；Ｂｎ＜Ｒｍｉｎ，税 负 较 低；

Ｒｍｉｎ＜Ｂｎ＜Ｒｍａｘ，税负正常。
（５）税负差异率

Ｄｎ ＝Ｂｎ－ＲｍｅｄｉａｎＲｍｅｄｉａｎ ×１００％ ，

式中，Ｄｎ 为税负差异率。

２．４　评估结果分析

根据税负预警模型计算出这３个指标的预

警区 间（见 表１）；将 预 警 区 间 的 中 间 值 作 为 参

考标准，计算出２０１０年１５家上市 商 业 银 行 的

营业税税负差异率、企 业 所 得 税 税 负 差 异 率 和

盈利综合税负差异率，并确认税负等级（见表２
和表３）。各 项 税 负 差 异 率 汇 总 情 况 见 图１和

图２。

·３３０１·

商业银行税务风险评估的实证分析———刘　芳　吴　青　周　良



表１　指标的预警区间 ％

下限 上限 中值

营业税税负率 　５．１９２７ ５．５６３１ ５．３７７９预
警
区
间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９．１８９０ １１．００５４ １０．０９７２
盈利综合税负率 ３０．０３５３ ３１．１９６９ ３０．６１６１

营业税税负差异率 －３．４４４３ ３．４４４３ —波
动
区
间

企业所得税税负差异率 －８．９９４６ ８．９９４６ —
盈利综合税负差异率 －１．８９７０ １．８９７０ —

表２　税负率分布情况

时间

／年

营业税税负率

偏高 偏低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偏高 偏低

盈利综合税负率

偏高 偏低
合计

２０１０ １０ ５ １１ ４ ７ ８ ４５
２００９ １２ ３ ８ ７ ７ ８ ４５
２００８ １２ ３ ５ １０ ６ ９ ４５
合计 ３４ １１ ２４ ２１ ２０ ２５ １３５

表３　２０１０年各项税负差异率 ％

证券代码
营业税税负

差异率

企业所得税

税负差异率

盈利综合税

负差异率

６０１９９８ １１．７０４４ ２２．８２６６ ６．９３５１

６０１９８８ －１１．９７９０ １６．１１１３ －２．２２０３

６０１９３９ －４．０３７３ ２２．８４４２ －１．２８１５

６０１８１８ １５．６４８８ ２０．３２９７ １２．７８３９

６０１３９８ －４．６３５０ ２８．４７３６ －２．２７１５

６０１３２８ ４．２９５１ ２．４４４６ －０．２８９０

６０１２８８ －９．７５０９ －１１．９２５６ －０．９０８８

６０１１６９ １７．５９２０ １３．７３６２ －２．８０１８

６０１１６６ １３．３７９４ ２４．９９９８ １．９１２０

６０１００９ ８．８９０８ －２．７４０４ －１１．４１１３

６０００３６ －１．６４４６ ５．０９１１ ２．１５３２

６０００１６ １８．１２０７ －４．３７６７ －１１．０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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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表３和图１、图２的数据表明：

（１）实际税负 率 影 响　实 际 税 负 率 高 于 行

业平均水平，可能存在税负过重风险；而实际税

负率低于行业平均 水 平，可 能 存 在 税 收 处 罚 风

险。从表２可 以 看 出，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期 间，

营业税税负率偏高的情况略有下降，由１２例下

降到１０例；同 时，还 可 知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负 率 偏

高的情况明显增多，２００８年，６６．６７％的商业银

行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偏低；２０１０年，７３．３３％的

商业银行企业所得 税 税 负 偏 高，即 商 业 银 行 的

企业所得税 税 收 负 担 逐 渐 增 加。与 此 同 时，盈

利综合税负率的情况基本不变。

（２）税负差异 率 影 响　当 税 负 差 异 率 为 正

时，说明该商业银行 实 际 的 税 负 率 要 比 行 业 的

税负率高，这可能是 由 于 其 未 能 正 确 地 理 解 和

图１　２０１０年营业税税负差异率
　

图２　２０１０年企业所得税税负差异率

和盈利综合税负差异率
　

运用税收法规，包括未能充分利用政策优惠，而

承担较大税收负担 的 风 险；当 实 际 的 税 负 率 低

于行业的税负率时，说 明 公 司 可 能 存 在 因 违 反

税法的规定偷逃税或者过度进行税收筹划而面

临的税收处 罚 和 信 誉 风 险。同 时，税 负 差 异 率

绝对值越大，其 面 临 的 税 务 风 险 也 越 大。根 据

计算出的税负 预警 区 间 和 税 负 对 比 法，同 样 可

以得知税负差异率的正常区间（见表１）。从图

１和图２可知，２０１０年里有６６．６７％的商业银行

营业 税 税 负 过 重，２６．６７％营 业 税 税 负 过 轻；

５３．３３％的企业 所 得 税 税 负 过 重，１３．３３％的 企

业所得税税负过轻；４６．６７％盈利综合税负率过

重，３３．３３％盈利综合税负率过轻。商业银行普

遍存在税负过重的 风 险，如 果 进 行 合 理 的 税 收

筹划［１０］，降低营业税税负和所得税税负，从而可

以在降低盈利综合税负的同时增加利润率。

３　商业银行税务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商业银行税务风险大小的同时，还 须

研究风险的影响因 素，以 便 对 其 进 行 控 制 和 应

对。影响商业银行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因素

都将会对其税 务风 险 产 生 不 同 程 度 的 影 响，包

括营业收入、营业支出、税费等［５］。以综合税收

负担 （Ｔ）为被解释变量，营业收入（Ｉ）、营业支

出（Ｃ）、营业税及附加（Ｓ）和所得税（ＩＴ）为被解

释变 量 构 建 模 型；同 时，为 了 增 强 数 据 的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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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通过ＥＶｉｅｗｓ６．０
软件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ｔ统计值 Ｐ值

ｃ ０．８６４１ ０．０８２１ １０．５３０５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Ｉ －０．４４２２ ０．０４０１－１１．０１８６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Ｃ ０．２１８６ ０．０２８５ ７．６８１３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Ｓ ０．１６２４ ０．０３０９ ５．２５２２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ＩＴ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０６９ １０．０５７９ ０．００００

　　根据回归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ｌｎＴ
　　

＝
　
０．８６４１
（１０．５３０５）

－
　
０．４４２２ｌｎＩ
（－１１．０１８６）

＋
　
０．２１８６ｌｎＣ
（７．６８１３）

＋
　

０．１６２４ｌｎＳ
（５．２５２２）

＋
　
０．０６９１ｌｎＩＴ
（１０．０５７９）

，

Ｒ２＝０．８０４７，

其中，括号内为ｔ值。从模型中可知，营业收入

和营业支出是影响商业银行盈利综合税负的主

要因素，当营业收入和支出变化正常，而税收没

有变动，商业银行就可能面对税务风险：该风险

的４４．２２％来 自 营 业 收 入 的 变 化，与 综 合 税 收

负担呈负相关关系；２１．８６％来自营业支出的变

化，与综合税 收 负 担 呈 正 相 关 关 系。当 商 业 银

行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支出出现大幅度异常变化

时，其税务风险也会相应增大，管理高层应给予

充分的重视，合理增 加 营 业 收 入 并 适 当 控 制 营

业支出。同时，可 知 营 业 税 和 企 业 所 得 税 对 商

业银行综合税收负 担 也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影 响，且

营业税的影响要大 于 企 业 所 得 税，由 于 营 业 税

是税前扣除项目，直接关系到税前利润总额，也

就关系到综合税收 负 担，所 以 管 理 层 更 应 该 注

重对营业税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

４　结语

从以上对商业银行税务风险评估的分析可

知，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商 业 银 行 营 业 税 税 负 率

分布情况基本不变，即 面 临 税 务 风 险 和 处 罚 风

险的情况基本没有 很 大 的 变 化，一 方 面 是 因 为

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中大部分收入按全额征收

营业税，另一方面是 商 业 银 行 的 收 入 往 来 容 易

监控。同时，商 业 银 行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负 率 存 在

明显的变化，存在较 高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负 率 的 商

业银行比例增加，而 存 在 较 低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负

率的比例下 降。从 税 负 差 异 率 的 分 析 也 可 知，

大多数商业银 行存 在 税 收 负 担 过 重 问 题，可 以

通过适当合理 的税 收 筹 划 减 轻 税 收 负 担，而 少

数商业银行可能由于过多地减轻税收负担而面

临较大的税务处罚风险。从对商业银行税务风

险影响因素 的 分 析 可 知，营 业 收 入、营 业 支 出、

营业税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对商业银行的综合

税收负担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影 响。其 中，企 业 所

得税的影响程度要 相 对 弱 一 些，商 业 银 行 应 该

在避免税负过 重和 税 收 处 罚 风 险 的 同 时，进 行

合理的税收筹 划以 减 轻 营 业 税 税 收 负 担，进 而

减轻综合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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