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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在会计准则和所得税法规中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很多财务人员在称谓和使用

时容易混淆，以至于错误的计算和筹划企业所得税。笔者

在理清概念、诠释法规的基础上进行了解析，同时对小型

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筹划进行了探讨。

一、小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的界定

1. 小企业。为了规范小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

为，促进小企业可持续发展，发挥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

其他有关规律法规，财政部制定了《小企业会计准则》。至

此，“小企业”一词被财务人员广为称谓。

这里所称“小企业”是从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

企业促进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财政部、国家统计

局、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得来。

那何为“中型、小型、微型”？该规定分十几个行业从

营业收入、从业人数、资产额度等方面进行了规划。例如

工业企业，从业人员1 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 000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2 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
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小企业会计准则》对包括所得税费用账务处理在内

简化会计核算做了规定，也划定了区别于《企业会计准

则》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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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理清概念、诠释小型微利企业相关法规的基础上进行了解析，同时对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筹

划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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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筹划解析

每次转换成本=F+Q×M
式中，M为变动转换成本率

F为按次收取的固定转换成本

一定期间内转换成本=（F+Q×M）× T
Q

= T
Q ×F+T×M

持有现金总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TC= T
2 ×K+ T

Q ×+T×M

最佳现金转换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Q∗= 2TF
K

可以看出，重新定义转换成本后，持有现金总成本函

数发生了变化，但是最佳现金转换数量的计算没有发生

变化。这是因为虽然每次转换数量不同，变动转换成本不

同，但是从一定期间来看，总变动转换成本与该期间资金

需求有关，而与每次转换数量无关。

2. 重新定义最佳现金持有量。根据模型的基本假设，

现金收入通过销售有价证券获得，然后平均消耗直至为0
则再次销售有价证券。模型计算得出每次的最佳转换数

量Q∗是现金的最大持有量，最小持有量为 0，这里如果要

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现金平均持有量Q∗/2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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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型微利企业。

（1）实际企业所得税税负为20%的小型微利企业。《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的

税率为 25%；第二十八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20%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这里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得来。那何为“小

型微利企业”？该条例明确所谓小型微利企业是指：①工

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

过 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 000万元；②其他企业，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人，资

产总额不超过1 000万元。

（2）实际企业所得税税负为 10%的小型微利企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34号）指出：①自 2014
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万元（含 1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②通知

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小型微利

企业。

二、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筹划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和财税［2014］34 号文可以看出，执行所得税优惠税率

在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三个方面作了条件

限制。

1. 应纳税所得额筹划解析。在资产总额和从业人数

满足优惠条件的情况下，应纳税所得额是判断企业是否

符合税收优惠的标准。间接法下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

式如下所示：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总额±纳税调整项目金额

从该公式可以看出，所得税额的基数是会计利润，调

整其增加或者减少仅是“添枝去叶”。

例：甲公司2014年12月25日组织财务人员测算本企

业应纳税所得额是31万元，资产总额、从业人数均符合小

型微利企业纳税标准。

2014 年度甲公司应缴纳所得税=31×25%=7.75（万

元）

假定，公司在 12月 31日前为奖励优秀员工（多数小

企业的股东、董事等都可能是公司员工之一），在原工资

基础上12月份多支付1万元作为奖励。那么，2014年度的

实际应纳税所得额为 30万元，恰好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

纳税标准。

2014年度甲公司应缴纳所得税=30×20%=6（万元）

此时甲公司可节税1.75万元，如此看来，甲企业进行

上述账务处理后不仅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还为企业

带来了节税的实惠。

当然，企业年末可能有很多费用项目支付处在模棱

两可的边缘，某项费用的金额也或多或少，可以结合所得

税的筹划进行决策。

2. 资产总额筹划解析。《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251号）第二

条规定，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中，“资产总额”、按企业年初

和年末的资产总额平均计算。

例：甲公司（工业企业）2014年12月25日组织财务人

员测算本企业资产总额平均为3 05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

为30万元，从业人数均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纳税标准。

2014 年度甲公司应缴纳所得税=30×25%=7.50（万

元）

假定，公司在 12月 31日前以货币资金或其他资产，

偿付原本想 2015年度偿付某项负债（多数小企业资金紧

张的情况下，可采用债权债务三方转账的形式同时解决

债权债务）。资产总额降至3 000万元后，2014年度甲公司

应缴纳所得税为6万元。

此时甲公司可节税1.5万元，从会计恒等式：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可以看出，企业改变资产总额的方式远不

止本例一项。

3. 从业人数筹划解析。《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251号）第二

条规定，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中，“从业人数”按企业全年平

均从业人数计算。

例：甲公司（工业企业）2014年12月25日组织财务人

员测算本企业从业人数平均为101人，应纳税所得额为30
万元，资产总额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纳税标准。

2014 年度甲公司应缴纳所得税=30×25%=7.50（万

元）

假定，公司在 12月份将负责厂区卫生的 1名临时用

工解除合约，不在 12 月份发放工资。从业人数将至 100
人，2014年度甲公司应缴纳所得税为6万元。

此时甲公司可节税 1.5万元。当然，很多小企业从业

人数弹性较大，可增减或减少人数可能不止1人。

另外，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左右的企业，也可以以

相同的原理借鉴上述所得税筹划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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