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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中怎样做好纳税筹划

【摘要】在生活中，纳税人因为合同的原因垫付或多缴税款时有发生。为了帮助纳税人减轻税收负担，防范涉税风险，

本文结合案例探讨了合同签订中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印花税等不同税种的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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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纳税人在签订合同时，往往比较注重合同的格

式及研究法律文书的表述方式，以免引起法律纠纷，但却忽略

了合同与税收的关系，及合同中是否存在税收风险。为了帮助

相关纳税人减轻税收负担、防范涉税风险，笔者试图从以下五

个方面来阐述合同签订中不同税种的纳税筹划。

一、关于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在销售合同签订中，“销售折扣”和“折扣销售”对纳税人

缴纳增值税产生不同影响。销售折扣是先销售后折扣，即通常

所说的“现金折扣”，它是一种理财方式，是企业为了提前收回

货款而给予客户应收款项上的减免，应在实际发生时计入财

务费用。折扣销售又称商业折扣，先折扣后销售，也就是通常

说的“打折”，会计上按照折扣后的金额来确认销售收入。

从企业税负角度考虑，折扣销售方式优于销售折扣方式。

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一个信誉良好的客户，销售货款回收的风

险较小，则可考虑通过修订合同，将销售折扣方式改为折扣销

售方式。这样，企业便可达到少缴纳增值税的目的。

例 1：青岛佳惠制衣有限公司为一般纳税人，2012年 7

月，该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约定不含税销售额为 100 000

元，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期为 40天。如果对方可以在 20天内付

款，将给予对方 3%的销售折扣，即 3 000元。根据这种情况，

请提出纳税筹划方案。

方案一：采取原合同规定的销售折扣方式。

折扣额不能从销售额中扣除，则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

100 000伊17%=17 000（元）。

方案二：修改合同条款，变“销售折扣”为“折扣销售”。

即该公司将合同金额降低为 97 000元，相当于给予对方

3%折扣之后的金额。同时在合同中约定，对方企业超过 20天

付款加收 3 510元滞纳金（相当于 3 000元销售额和 510元增

值税）。这样，企业的收入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

如果对方在 20天之内付款，可以按照 97 000元的价款给

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97 000伊

17%=16 490（元）。此时，与方案一相比，方案二少缴纳增值税

510元（17 000原16 490）。

如果对方没有在 20天之内付款，企业可以向对方收取

3 510 元滞纳金，则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97 000伊17%+3

510衣（1+17%）伊17%=17 000（元）。此时，方案二与方案一的增

值税税负是相同的。

由此可见，通过纳税筹划后的方案二可以少缴纳或晚缴

纳增值税。因此，青岛佳惠制衣有限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二、关于营业税的纳税筹划

物流业具有季节性，在淡季时，物流企业往往有大量机器

设备闲置。所以物流企业通常将这些机器设备出租，收取租赁

费。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租赁业务应该按照“服务

业———租赁”税目缴纳 5%的营业税。然而，如果企业能够将

租赁变成异地作业，则物流企业可以按照“交通运输业———

装卸搬运”税目缴纳 3%的营业税。二者的最根本的区分标准

在于租赁业仅出租机器设备，而装卸搬运的异地作业则应该

同时“出租”机器设备和操作人员。因此，可参考如下案例：

例 2：潍坊顺风物流公司有两台大型装卸设备闲置，2012

年 8月初，以每月 5万元的价格出租给永盛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半年。该物流公司应当收取租金 300 000元，按照“服务

业———租赁”税目缴纳 5%的营业税。永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需要支付 30万元的租赁费，同时需要安排两名操作人员，两

人半年的工资为 5万元。请提出纳税筹划方案。

方案一：签订普通租赁合同。

顺风物流公司应纳营业税=300 000伊5%=15 000（元），应

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5 000伊（7%+3%）=1 500（元），合计

纳税=15 000+1 500=16 500（元）。不考虑其他成本费用，该物

流公司的纯收入=300 000原16 500=283 500（元）。

方案二：将租赁合同变为异地作业合同。

由顺风物流公司派遣两位操作人员并支付 5 万元的工

资，为永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装卸服务，同时收取 35万

元的服务费。则顺风物流公司应该按照“交通运输业———装卸

搬运”税目缴纳营业税，该公司应纳营业税=350 000伊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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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元），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0 500伊（7%+3%）=1 050

（元），合计纳税=10 500+1 050=11 550（元）。该物流公司的纯

收入=350 000原50 000原11 550=288 450（元）。

由此可见，通过纳税筹划，顺风物流公司减轻了税收负担

4 950元（16 500原11 550），增加了纯收入 4 950元（288 450原

283 500）。同时，永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由于不需要自己安排

操作人员，也省去了很多麻烦。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

三、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相同数额的劳动所得，如果所属的税目不同，则要承担不

同的税收负担。我国现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是七级超额累

进税率，税率为 3%~45%。而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是 20%的比

例税率。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签订了存在雇佣关系的劳

动合同，这为纳税人带来了很大的筹划空间。

例 3：刘辉 2012年 9月从单位获得工资 2 600元，同时，

他又到另外一家外资公司做兼职，合同约定兼职工作期限为

1年，每月收入为 2 400元。合同没有约定刘辉和外资公司的

关系，外资公司以劳务报酬的形式为刘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根据这种情况，请提出纳税筹划方案。

方案一：刘辉与外资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确立劳务关系。

刘辉取得的劳务报酬每月应纳税额=（2 400原800）伊20%

=320（元）。同时，刘辉所在单位以工资、薪金所得的形式为刘

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由于刘辉工资收入未超过免征额 3 500

元，因此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方案二：刘辉修改与外资公司的合同，使二者为雇佣关系。

由于刘辉在两处获得收入，他须自己申报缴纳个人所得

税。每月应纳税额=（2 400+2 600原3 500）伊3%=45（元）。

由此可见，通过纳税筹划，方案二每月少缴纳个人所得税

275元（320原45）。因此，刘辉应当选择方案二。

四、关于房产税的纳税筹划

房产税的征收方式分为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两种。前者

以房产余值为计税依据，即依照房产原值一次性减除 10豫耀

30豫后的余值计算缴纳，税率为 1.2豫；后者以房屋出租取得的

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为 12豫。房产税两种不同的计税方

法必然导致应纳税额的差异。企业可以比较两种计税方法下

房产税税负的大小，通过签订不同性质的合同来改变收入的

性质，转变房产税的计税方法，尽可能降低房产税税收负担。

例 4：济南好威尔机械有限公司有 4栋库房闲置，2012年

欲将闲置的库房对外出租。房产原值共计 4 000万元，年租金

收入为 600万元，当地政府规定的扣除比例为 30%。根据这种

情况，请提出纳税筹划方案。

方案一：签订库房租赁合同，将其对外出租，其计税依据

为租金收入。

该公司应纳营业税=600伊5%=30（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30伊（7%+3%）=3（万元）

应纳房产税=600伊12%=72（万元）

合计纳税=30+3+72=105（万元）

方案二：签订仓储保管合同，将单纯的库房出租改变为提

供仓储保管服务，其计税依据变为房产余值。

该公司应纳营业税=600伊5%=30（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30伊（7%+3%）=3（万元）

应纳房产税=4 000伊（1原30%）伊1.2%=33.6（万元），合计纳

税=30+3+33.6=66.6（万元）。

由此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 38.4万元（105原66.6）。

因此，好威尔机械有限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五、关于印花税的纳税筹划

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同一

凭证，因载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经济事项而适用不同税目税

率。如分别记载金额的，应分别计算应纳税额，相加后按合计

税额贴花；如未分别记载金额的，按税率高的计税贴花。因此，

当纳税人要签订的合同涉及若干经济业务时，应当分别记载

金额或者分别签订不同的合同。

例 5：新华制药厂和利达包装有限公司是长年业务合作

单位，2012年 5月，新华制药厂的一批药品需租用利达包装

有限公司的仓库保管一年，约定仓储保管费为 120万元；另约

定新华制药厂购买利达包装有限公司的包装箱 500个，每个

0.2万元，合计 100万元。在签订合同时，两家公司签署了一份

保管合同，其中约定了上述保管和购买包装箱的事项，但未分

别记载相应金额，仅规定新华制药厂向利达包装有限公司支

付款项 220万元。根据这种情况，请提出纳税筹划方案（购销

合同、仓储保管合同的印花税税率分别为 0.3译和 1译）。

方案一：签订合同时，上述两项交易未分别记载金额，则

应当按照较高的税率合并缴纳印花税。

两家公司应当分别缴纳印花税=220伊1译=0.22（万元）

合计缴纳印花税=0.22+0.22=0.44（万元）。

方案二：签订合同时，上述两项交易分别记载金额或者签

订两个合同，就可以分别适用各自税率计算缴纳印花税。

两家公司应当分别缴纳印花税=120伊1译+100伊0.3译=

0.15（万元），合计缴纳印花税=0.15+0.15=0.3（万元）。

由此可见，通过纳税筹划，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印花税

0.14万元（0.44原0.3）。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

通过以上五个案例的分析可知，合同类型的选择、合同条

款内容的表述、合同金额的确定等都会对企业的税收负担产

生影响。这就要求纳税人在合同签订之前进行合理筹划，正确

设计合同中的各种涉税条款，争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

限度地降低税收负担，防范涉税风险，实现税后利益的最大化。

【注】本文系 2012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

自筹经费项目野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应用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

J12WF78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主要参考文献

1.翟继光.新税法下企业纳税筹划.北京院电子工业出版

社袁2010

2.梁文涛.纳税筹划实务.北京院清华大学出版社袁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