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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应按税法规定确定的入账价

值确认为捐赠收入，并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企业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捐赠收入金额较大（接受捐

赠的所得占应纳税所得额总额 50%及以上的），并入一个纳税
年度缴纳税款确有困难的，可以在不超过 5年的期间内平均
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接受捐赠资产按税法规定确定

的入账价值，是指根据有关凭据等确定的应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的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和由捐赠企业代为支付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不含按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应计入受赠资

产的由受赠企业另外支付或应付的相关税费。

固定资产的取得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种的缴纳。固定资产取得的纳税

筹划是企业总体纳税筹划的内容之一，与广泛意义上的纳税

筹划在原则、目标、方法与技巧上有着共同点。本文运用实例，

对接受捐赠固定资产如下四种情况的纳税筹划作介绍。

一、受赠生产设备为企业不需用固定资产，取得该资产捐

赠收入金额小于企业当年应纳所得税总额的 50%
例 1：乙公司总资产 1 800万元，其中股东权益 1 080 万

元，负债 720万元（其中有息负债 420万元），年利息 32万元，
贝塔值为 2，市场风险溢价为 5%，无风险利息率为 2%，当年
应纳税所得额为 367万元，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30%。
假设乙公司能够保持目前的资本结构和风险程度，能够

继续按目前的负债成本融资。某年年末甲公司准备向其捐赠

一台生产设备，假设在乙公司不打算使用该生产设备且乙公

司在受赠时既不将该生产设备作为固定资产入账，也不将该

生产设备纳入公司固定资产范围进行管理，而受赠的同时能

捐赠固定资产纳税筹划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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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固定资产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加强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出现了不少有

关企业固定资产纳税筹划的理论和方法。本文在参考了诸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财务管理的现金流量管理及企业价值最大

化目标，从现金流量管理的角度，运用实例说明捐赠取得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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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尽量在劳务合同完成时确认收入。

（3）平时零星承接的施工项目，承建部门向建设单位预收
或收取工程款时，应尽量开具收款收据，最后决算时再换开建

筑安装业发票，以延缓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5援 规范成本核算。营业税中分包额的扣除和所得税中成
本的认可都需要以有效的财务会计资料为依据，尤其是要有

合法票据，因此施工企业特别要把握好发票的合法性问题，对

取得的大额发票、外地发票和因污损、褶皱、揉搓等原因无法

辨认的发票，尤其要认真审核，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涉税纠纷。

企业在日常采购原材料时，材料的采购地要与发票的开具地

一致，且要与购销合同中的原材料品种、价款等项目相符，对

于大额发票的价款支付要尽可能采取转账支付方式结算货

款，以便充分证明企业在取得发票上的真实、合法。

6援 利用集团的优势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子公司必须单
独交纳企业所得税，其盈亏不能汇总到总公司统一缴纳，分公

司的盈亏则合并到总公司统一缴纳企业所得税。

（1）不同的施工合同的利润空间是不一样的，企业集团可
以将利润高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企业所得税率低的子公司或分

配给处于亏损期的子公司承担，利用子公司的不同税率或利

润弥补亏损的政策，达到降低整个集团公司税负的目的。

（2）合理分配总机构的管理费用。税法规定，企业集团总
部为其下属公司提供服务，有关的管理费用可以分摊给下属

公司。因此，集团公司可以给税率高的子公司或盈利多的子公

司多分配管理费用，给税率低或处于亏损状态的子公司少分

配管理费用，达到降低企业整体税负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关于印发叶施工企业会计核算办法曳的通知援财
会咱2003暂27袁2003-09-25

2.国务院.营业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136 号袁1993-
12-13

3.财政部尧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
部令第 50号袁2008-12-15

4.曹聪慧.浅议施工企业成本控制及正确核算问题.经济
师袁2009曰4

5.曾忠伟.浅议施工企业营业税的会计处理.管理与财富袁
2006曰6

6.蓝永华.施工企业纳税筹划之我见.财会月刊渊综合冤袁
2007曰9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窑37窑阴

将该生产设备出售的情况下，乙公司以后年度均盈利。那么根

据双方确认捐赠生产设备的价值（公允价值）为 175.5万元
（含增值税 25.5万元），甲公司提供的发票列明价格为 125万
元，增值税税额为 25.5万元。乙公司接受该捐赠生产设备需
支付装卸费 1万元，乙公司出售该生产设备的市价为 150万
元（不含销项税额 25.5万元），出售该生产设备需支付清理费
用 2万元。

1. 乙公司将受赠设备立即以市价出售。乙公司因接受捐
赠应纳相关所得税=175.5伊30%=52.65（万元）。则：
出售该受赠资产损益=150-（150+1）-2=-3（万元）。
处理该受赠资产损失节税=3伊30%=0.9（万元）。
因乙公司未将该生产设备纳入固定资产范围进行管理，

且并未使用，所以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那么其应纳增值税税

额=25.5-25.5=0（万元）。
乙公司因取得并出售该生产设备承担的税负总额=

52.65-0.9=51.75（万元）。
乙公司因取得并出售该生产设备现金流入合计=150+

25.5-2-1-51.75=120.75（万元）。
2. 假设因该设备确为乙公司不需用固定资产，经协商，

甲公司同意改为捐赠同等价值的货币资金 175.5万元。则：
（1）乙公司因受赠货币资金应纳相关所得税=175.5伊30%

=52.65（万元）；
（2）乙公司因受赠货币资金现金流入量=175.5-52.65=

122.85（万元）。
3. 假设甲公司同意改为捐赠货币资金，但捐赠金额只限

于出售该生产设备后所得的货币资金，甲公司出售该生产设

备所得价款为 175.5万元（含增值税 25.5万元），支付清理费
2 万元，则甲公司出售该生产设备所得资金为 173.5 万元
（150+25.5-2），即乙公司可得捐赠货币资金 173.5万元。则：
（1）乙公司因受赠货币资金应纳相关所得税=173.5伊30%

=52.05（万元）；
（2）乙公司因受赠货币资金现金流入量=173.5-52.05=

121.45（万元）。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上述条件下，乙公司三种受赠方式税

负水平及现金流量如下：

由表 1可以看出，当取得资产捐赠收入金额小于企业当
年应纳所得税总额的 50%时，乙公司受赠方式的最优方案是
接受捐赠同等价值的货币资金，其次是受赠后出售该生产设

备取得货币资金。

二、受赠生产设备为企业不需用固定资产，取得该资产捐

赠收入金额不小于企业当年应纳所得税总额的 50%
例 2：承上例，假设双方确认捐赠生产设备的价值（公允

价值）为 198.9万元（含增值税 28.9万元），甲公司提供的发票
列明价格为 17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28.9万元。

1. 乙公司可以将该生产设备出售、出租，但考虑到出租
回收资金慢，目前公司又需资金投入，故准备以市价 198.9万
元（含增值税 28.9万元）出售，支付清理费 3万元。则：

股东期望报酬率=2%+2伊（5%-2%）=8%。
乙公司综合资金成本=420衣1 800伊32衣420伊（1-30%）

+1 080衣1 800伊8%=6%。
乙公司因取得的捐赠收入金额 198.9万元大于该公司当

年应纳所得税总额 367万元的 50%，可以在 5年内平均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那么乙公司每年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198.9衣
5=39.78（万元）。

乙公司接受捐赠应纳所得税税额现值=39.78伊［（P/A，
6%，4）+1］伊30%=39.78伊（3.465 1+1）伊30%=53.29（万元）。

出售该受赠资产损益=170-170-3=-3（万元）。
处理该受赠资产损失节税=3伊30%=0.9（万元）。
因乙公司未将该受赠生产设备纳入固定资产范围进行管

理，且并未使用，所以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那么其应纳增值

税=28.5-28.5=0（万元）。
乙公司取得并出售该生产设备承担的税负总额=53.29-

0.9=52.39（万元）。
乙公司取得并出售该生产设备现金流入合计=170+28.9-

3-52.39=143.51（万元）。
2. 假设因该生产设备确实为乙公司不需用固定资产，经

协商，甲公司同意改为捐赠同等价值的货币资金 198.9万元。
那么乙公司接受捐赠货币资金只能并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

交纳所得税。则：

（1）乙公司因受赠货币资金应纳相关所得税=198.9伊30%
=59.67（万元）；
（2）乙公司因受赠货币资金现金流入量=198.9-59.67=

139.23（万元）。
3. 假设甲公司同意改为捐赠货币资金，但捐赠金额只限

于出售该生产设备后所取得的货币资金，甲公司出售该生产

设备所得价款为 198.9万元（含增值税 28.9万元），支付清理
费 3万元，则甲公司出售该生产设备所得资金为 195.5万元
（170+28.9-3），即乙公司可得捐赠货币资金 195.5万元。则：
（1）乙公司因受赠货币资金应纳相关所得税=195.5伊30%

=58.65（万元）；
（2）乙公司因受赠货币资金现金流入量=195.5-58.65=

136.85（万元）。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上述条件下，乙公司三种受赠方式税

负水平及现金流量如下：

表 1 税负水平及现金流量表 单位院万元
受赠方式

实物

同等价值货币资金

售后取得货币资金

税负（金额）

51.75
52.65
52.05

现金流入量

120.75
122.85
121.45

表 2 税负水平及现金流量表 单位院万元
受赠方式

实物

同等价值货币资金

售后取得货币资金

税负（金额）

52.39
59.67
58.65

现金流入量

143.51
139.23
13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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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以看出，当取得资产捐赠收入金额大于企业当
年应纳所得税总额的 50%时，乙公司受赠方式的最优方案是
接受捐赠实物，其次是受赠同等价值货币资金。

三、受赠生产设备为企业需用固定资产，取得该资产捐赠

收入金额小于企业当年应纳所得税总额的 50%
例 3：承例 1，假设双方确认捐赠生产设备的价值（公允价

值）为 175.5万元（含增值税 25.5万元），甲公司提供的发票列
明价格为 125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25.5万元。乙公司接受捐
赠该设备需支付装卸费 1万元。该设备每年可为公司带来增
量收入 100万元，从第 3年起乙公司每年需支付维护费用 0.5
万元，该设备可使用 10年，第 10年乙公司可收回残值 20万
元（不考虑其他清理费用）。市场上存在同类更先进的设备，价

值 200万元（不含增值税 34万元），每年可为乙公司带来增量
收入 120万元，从第 3年起乙公司每年需支付维护费用 0.8
万元，该设备可使用 10年，第 10年乙公司可收回残值 30万
元（不考虑其他清理费用）。税法规定该类设备折旧年限为 10
年，残值率为 5%。乙公司可以 175.5万元（含增值税 25.5 万
元）将受赠设备售出，但须支付清理费用 2万元。
股东期望报酬率=2%+2伊（5%-2%）=8%。
乙公司综合资金成本=420衣1 800伊32衣420伊（1-30%）

+1 080衣1 800伊8%=6%。
1.假设乙公司接受该设备并投入使用。乙公司因接受捐

赠应纳相关所得税=175.5伊30%=52.65（万元）。则：
受赠固定资产入账价值=175.5+1=176.5（万元）。
税法规定受赠固定资产的年折旧金额=176.5伊（1-5%）

衣10=16.77（万元）。
该固定资产折旧抵税现值=16.77伊（P/A，6%，10）伊30%

=16.77伊7.360 1伊30%=37.03（万元）。
因该设备第 10年末残值收入为 20万元，则按税法规定

残值=176.5伊5%=8.83（万元），收回残值收益应纳所得税=
（20-8.83）伊30%=3.35（万元）。

则该设备残值收入净额现值=（20-3.35）伊（P/S，6%，10）
=16.65伊0.558 4=9.3（万元）。
乙公司支付维护费用净额现值=0.5伊（P/A，6%，8）伊（1-

30%）伊（P/S，6%，2）=0.5伊6.209 8伊70%伊0.89=1.93（万元）。
与该受赠设备有关的税负现值合计=100伊（P/A，6%，10）

伊30%+52.65+3.35伊（P/S，6%，10）-0.5伊（P/A，6%，8）伊30%伊
（P/S，6%，2）-37.03=220.8+52.65+3.35伊0.558 4-0.5伊6.209 8伊
30%伊0.89-37.03=237.46（万元）。
乙公司获得的现金流入量合计=100伊（P/A，6%，10）伊（1-

30%）-52.65+37.03+9.3-1.93=515.21-52.65+37.03+9.3-
1.93=506.96（万元）。

2.假设乙公司仍可选择第一种情况的三种受赠方式，并
补充差额资金于年末购置先进设备后投入使用，我们只需要

计算使用先进设备给公司带来的现金流量，再结合三种受赠

方式下现金流入量即可得出最优方案。

购置新设备现金流出量 234 万元，新设备年折旧额=
234伊（1-5%）衣10=22.23（万元）。则：

（1）新设备折旧抵税现值=22.23伊（P/A，6%，10）伊30%
=22.23伊7.360 1伊30%=49.08（万元）；
（2）新设备第 10年末残值收入 30万元，税法规定残值=

234伊5%=11.7（万元）；
（3）残值收益净额=30-11.7=18.3（万元）；
（4）残值收益应纳所得税=18.3伊30%=5.49（万元）；
（5）残值收益净额现值=（30-5.49）伊（P/S，6%，10）=24.5伊

0.558 4=13.69（万元）；
（6）支付维护费用净额现值=0.8伊（P/A，6%，8）伊（1-30%）

伊（P/S，6%，2）=0.8伊6.209 8伊70%伊0.89=3.09（万元）；
（7）与该设备有关的税负现值合计=120伊（P/A，6%，10）伊

30%-49.08+5.49伊（P/S，6%，10）-0.8伊（P/A，6%，8）伊30%伊
（P/S，6%，2）=264.96-49.08+5.49伊0.558 4-0.8伊6.209 8伊
30%伊0.89=264.96-49.08+3.07-1.33=217.62（万元）；
（8）乙公司获得的现金流入量合计=120伊（P/A，6%，10）伊

（1-30%）+49.08+13.69-3.09-234=618.25+49.08+13.69-
3.09-234=443.93（万元）。
因此，乙公司接受捐赠生产设备后将其售出再购入先进

设备时，其现金流量合计=443.93+120.75=564.68（万元）。
税负合计=217.62+51.84=269.46（万元）。
接受捐赠同等价值货币资金并购入先进设备时，乙公司

现金流量合计=443.93+122.85=566.78（万元）。
税负合计=217.62+52.65=270.27（万元）。
接受捐赠售后所得货币资金并购入先进设备时，乙公司

现金流量合计=443.93+121.45=565.38（万元）。
税负合计=217.62+52.05=269.67（万元）。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上述条件下，乙公司四种不同处理方

式的税负水平及现金流量如下：

由表 3可知，在上述条件下，存在更为先进的设备时，企
业应选择使用新设备更为有利。

四、受赠生产设备为企业需用固定资产，取得该资产捐赠

收入金额不小于企业当年应纳所得税总额的 50%
例 4：承例 1，假设双方确认捐赠生产设备的价值（公允价

值）为 198.9万元（含增值税 28.9万元），甲公司提供的发票列
明价格为 17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28.9万元。乙公司接受该
捐赠生产设备需支付装卸费 1万元。该生产设备每年可为公
司带来增量收入 100万元，从第 3年起公司每年需支付维护
费用 0.5万元，该生产设备可使用 10年，第 10年公司可收回
残值 20万元（不考虑其他清理费用）。市场上存在同类更先进
的设备，价值 234万元（含增值税），每年可为公司带来增量收
入 120万元，从第 3年起公司每年需支付维护费用 0.8万元，

表 3 税负水平及现金流量表 单位院万元
处理方式

受赠后使用

受赠后出售并购入新设备

受赠同等价值货币资金购入新设备

受赠设备变卖款后购入新设备

税负

237.46
269.46
270.27
269.67

现金流入量

506.96
564.68
566.78
5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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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税负水平及现金流量表 单位院万元
处理方式

受赠后使用

受赠后出售并购入新设备

受赠同等价值货币资金购入新设备

受赠设备变卖款后购入新设备

税负

233.01
270.01
277.29
276.27

现金流入量

511.41
587.44
583.16
580.78

该设备可使用 10年，第 10年公司可收回残值 30万元（不考
虑其他清理费用）。税法规定该类设备折旧年限为 10年，残值
率为 5%。公司可以 175.5万元（含增值税25.5万元）将受赠生
产设备售出，但须支付清理费用 2万元。

股东期望报酬率=2%+2伊（5%-2%）=8%。
乙公司综合资金成本=420衣1 800伊32衣420伊（1-30%）

+1 080衣1 800伊8%=6%。
1. 乙公司因取得的捐赠收入金额 198.9万元大于该公司

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367万元的 50%，可以在 5年内平均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故乙公司每年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
198.9衣5=39.78（万元）。
乙公司接受捐赠应纳所得税额现值=39.78伊［（P/A，6%，

4）+1］伊30%=39.78伊（3.465 1+1）伊30%=53.29（万元）。
受赠固定资产入账价值=198.9+1=199.9（万元）。
税法规定受赠固定资产的年折旧金额=199.9伊（1-5%）

衣10=18.99（万元）。
该固定资产折旧抵税现值=18.99伊（P/A，6%，10）伊30%

=18.99伊7.360 1伊30%=41.93（万元）。
因该设备第 10年末残值收入为 20万元，则按税法规定其

残值=199.9伊5%=10（万元），收回残值收益应纳所得税=（20-
10）伊30%=3（万元）。
则该设备残值收入净额现值=（20-3）伊（P/S，6%，10）=

17伊0.558 4=9.49（万元）。
乙公司支付维护费用净额现值=0.5伊（P/A，6%，8）伊（1-

30%）伊（P/S，6%，2）=0.5伊6.209 8伊70%伊0.89=1.93（万元）。
与该受赠设备有关的税负现值合计=100伊（P/A，6%，10）

伊30% +53.29 +3伊（P/S，6%，10）-0.5伊（P/A，6%，8）伊30%伊
（P/S，6%，2）-41.93=220.8+53.29+3伊0.558 4-0.5伊6.209 8伊
30%伊0.89-41.93=233.01（万元）。
乙公司获得的现金流入量合计=100伊（P/A，6%，10）伊（1-

30%）-53.29+41.93+9.49-1.93=515.21-53.29+41.93+9.49-
1.93=511.41（万元）。

2. 假设乙公司仍可选择第二种情况的三种受赠方式，并
补充差额资金于年末购置先进设备后投入使用，我们只需要

计算使用先进设备给公司带来的现金流量，再结合三种受赠

方式下现金流入量即可得出最优方案。

购置新设备现金流出量 234 万元，新设备年折旧额=
234伊（1-5%）衣10=22.23（万元）。则：
（1）新设备折旧抵税现值=22.23伊（P/A，6%，10）伊30%=

22.23伊7.360 1伊30%=49.08（万元）；
（2）新设备第 10年末残值收入 30 万元，税法规定残值

234伊5%=11.7（万元）；
（3）残值收益净额=30-11.7=18.3（万元）；
（4）残值收益应纳所得税=18.3伊30%=5.49（万元）；
（5）残值收益净额现值=（30-5.49）伊（P/S，6%，10）=24.51伊

0.558 4=13.69（万元）；
（6）支付维护费用净额现值=0.8伊（P/A，6%，8）伊（1-30%）

伊（P/S，6%，2）=0.8伊6.209 8伊70%伊0.89=3.09（万元）；

（7）与该设备有关的税负现值合计=120伊（P/A，6%，10）伊
30%-49.08+5.49伊（P/S，6%，10）-0.8伊（P/A，6%，8）伊30%伊
（P/S，6%，2）=264.96-49.08+5.49伊0.558 4-0.8伊6.209 8伊
30%伊0.89=264.96-49.08+3.07-1.33=217.62（万元）；
（8）乙公司获得的现金流入量合计=120伊（P/A，6%，10）伊

（1-30%）+49.08+13.69-3.09-234=618.25+49.08+13.69-
3.09-234=443.93（万元）。
因此，乙公司接受捐赠生产设备后将其售出再购入先进

设备时，乙公司获得的现金流量合计=443.93+143.51=587.44
（万元）。

税负合计=217.62+52.39=270.01（万元）。
接受捐赠同等价值货币资金并购入先进设备时，乙公司

获得的现金流量合计=443.93+139.23=583.16（万元）。
税负合计=217.62+59.67=277.29（万元）。
接受捐赠售后所得货币资金并购入先进设备时，乙公司

获得的现金流量合计=443.93+136.85=580.78（万元）。
税负合计=217.62+58.65=276.27（万元）。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上述条件下，乙公司四种不同处理方

式的税负水平及现金流量如下：

由表 4可知，在上述条件下，存在更为先进的设备时，企
业应选择使用新设备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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