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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纳税筹划方程式

我国现行增值税起征点的幅度为：销售货物的，为月

销售额 5 000 ~ 20 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月销售额

5 000 ~ 20 000元；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 300 ~
500元。营业税起征点的幅度为：按期纳税的，为月营业额

5 000 ~ 20 000元；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营业额 300 ~
500元。

1. 增值税起征点筹划方程式。增值税是价外税，其计

税依据是不含税的销售额，其起征点也是不含税销售额，

当销售额<增值税起征点，免征增值税，当销售额≥增值税

起征点，应纳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2. 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方程式。营业税是价内税，其计

税依据是含营业税的，其起征点也是含税营业额，当营业

额<营业税起征点，免征营业税，当营业额≥营业税起征

点，应纳营业税=营业额×营业税税率。

二、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模型

1. 建立增值税或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数据辅助表。新

建一个Excel工作簿并命名为“增值税或营业税起征点筹

划模型工作簿”，打开该工作簿Sheet1并命名为“增值税或

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数据辅助表”，为跨表数据有效性引用

设置好自定义变量。

由于国务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

国税局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适用

的起征点，每个省、市规定的起征点不一样，在规定的起

征点浮动幅度内，把各省、市可能制定的增值税或营业税

的起征点囊括在 Sheet1 中。选中 Sheet1 A3 ~ A32，点击

Ctrl+F3，在弹出的“定义名称”对话框中输入“当地政府规

定的月起征点”，点击“确定”，在“名称管理器”中已保存

“当地政府规定的月起征点”的名词、数据、引用位置、范

围内容。又在 Sheet1表中选中C3 ~ C32，点击Ctrl+F3，在

弹出的“新建名称”对话框中输入“当地政府规定的每次

（日）销售额”，点击“确定”，在“名称管理器”中已保存“当

地政府规定的每次（日）销售额”的名称、数据、引用位置、

范围的内容，跨表数据有效性引用设置完成后，自定义变

量就设置完成，见图1。
2. 建立增值税或

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模

型表。

（1）在“增值税或

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模

型 工 作 簿 ”中 打 开

Sheet2，并命名为“增

值税或营业税起征点

筹划模型”，输入模型

表基本格式和内容

（见图2）。
（2）在“增值税或

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模

型”内单击 C4，单击

“数据”/“数据有效性”

命令，在“允许”下拉

列表框中，单击“序

列”，在“来源”下面输

入“=当地政府规定的

月起征点”，单击“确

定”。再单击 C5，再单

击“数据”/“数据有效性”命令，在“允许”下拉列表框中，

单击“序列”，在“来源”下面输入“=当地政府规定的每次

（日）销售额”，单击“确定”，C6=C4，C7=C4，C8=C5，C9=
C5，D4=IF（C4=""，""，VLOOKUP（C4，增值税或营业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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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点筹划数据辅助表！A3：B32，2，1）），D5 =IF（C5=""，
""，VLOOKUP（C5，增值税或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数据辅

助表！C3：D23，2，1）），D6 =IF（C6=""，""，VLOOKUP
（C6，增值税或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数据辅助表！A3：B32，
2，1）），D7=IF（C7=""，""，VLOOKUP（C7，增值税或营业

税起征点筹划数据辅助表！A4：B33，2，1）），D8 =IF（C8=
""，""，VLOOKUP（C8，增值税或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数据

辅助表！C3：D23，2，1）），D9=IF（C9=""，""，VLOOKUP
（C9，增值税或营业税起征点筹划数据辅助表！C3：D23，
2，1））。单击E4，单击“数据”/“数据有效性”，在数据有效性

对话框有效性条件下，点击活动按钮“序列”，在来源框中

输入增值税征收率 3%，营业税税率 3%、5%，点击“确定”，

利用自动填充功能选中E5，将光标移到E5右下角，当光

标变为“+”形状时按住右键不放往下拖拽至E9，系统自动

完成公式的复制，在E4 ~E9栏中根据需要选择征收率。

F4=10%，利用自动填充功能选中 F5，将光标移到 F4
右下角，当光标变为“+”形状时按住右键不放往下拖拽至

F9，系统自动完成公式的复制。G4=D4∗E4，H4=G4∗F4，
I4=IF（D4<C4，（D4∗E4∗（1+F4）），0），利用自动填充功能

选中G4 ~ H4，将光标移到H4右下角，当光标变为“+”形

状时按住右键不放往下拖拽至H9，系统自动完成公式的

复制。K4=IF（J4>=C4，（J4∗E4），0），L4=K4∗F4，M4=K4+
L4，N4=J4-C4，04=M4/J4，利用自动填充功能，选中K4 ~
O4单元格，将光标移到右下角，当光标变为“+”形状时按

住右键不放往下拖拽至O9，系统自动完成公式的复制。

三、模型检验

1. 假设当地政府规定增值税月起征点为 20 000元，

C4选择 20 000元，在每月 20 000元起征点以下不征税的

最佳营业额显示出来为19 999元，在增值税征收率为3%、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10%时，节税金额为 660
元，如果该增值税个体户当月实际营业额 J4=19 999

元，当月免征增值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当月实际营

业额 J4=20 000元，当月征收增值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合计=20 000×3%×（1+10%）=660（元）。

假设当地政府规定增值税按次征税起征点C5选择

500元，在按次 500元起征点以下不征税的最佳营业额显

示出来为499元，在增值税征收率为3%、城建税及教育费

附加征收率为10%时，节税金额为16元，如果按次实际营

业额 J5=499元，免征增值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如果

按次实际营业额 J5=500元，征收增值税、城建税及教育费

附加合计=500×3%×（1+10%）=16（元）。

2. 假设当地政府规定营业税月起征点为 15 000元，

C6选择 15 000元，在每月 15 000元起征点以下不征税的

最佳营业额显示出来为14 999元，在营业税征收率为5%、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10%时，节税金额为 825
元，如果该营业税个体户当月实际营业额 J6=14 999
元，当月免征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当月实际营

业额 J6=20 000元，当月征收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合计=14 000×5%×（1+10%）=825（元）。

假设当地政府规定营业税按次征税起征点C8选择

500元，在按次 500元起征点以下不征税的最佳营业额显

示出来为499元，在营业税征收率为5%、城建税及教育费

附加征收率为10%时，节税金额为27元。如果按次实际营

业额 J8=499元，免征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如果

按次实际营业额 J8=500元，征收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

附加合计=500×5%×（1+10%）=27（元）。

可见，个体户月（次）实际营业额只要超过起征点营

业额1元，实际营业额就要全额征税，起征点规定得越高，

起征点临近点的税负差距就越大。

主要参考文献

杨沛山.大学计算机基础简明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8

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