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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通常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选

择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并使用 17%或 13%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使应纳税额最小化。另一种是选

择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这种购货渠道又分两种情

况：淤能够取得税务部门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按3%
的税率抵扣进项税额。于未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取得
普通发票，则不能抵扣进项税额，税收负担相对较重。

值得注意的是，小规模纳税人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在产品

质量相同的情况下，通常其售价往往会比一般纳税人的售价

要低。因此，一般纳税人如何在综合考虑增值税、城建税、教育

费附加及企业所得税的条件下，通过购货价格选择来进行纳

税筹划，以实现企业现金流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就显得尤

为重要，本文为此作一探讨。

一、购货价格选择的模型构建

假定一般纳税人的含税销售额为 S，从一般纳税人处购
货的含税购进价为 P，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T1，从小规模纳

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税价格与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

税价格比率为 砸c，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征收率为 T2，城建税

及教育费附加税率合计为 M，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N。因生产
加工费用与原材料的来源关系不大，故不予考虑。

1. 第一种情况。分别从一般纳税人处和小规模纳税人处
购货，且都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1）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税负及净现金流量：

应交增值税税额=（ 伊T1- 伊T1）= 伊T1

应交教育费附加及城建税合计= 伊T1伊M

应交企业所得税=（ - - 伊T1伊M）伊N

净现金流量=S-P- 伊T1- 伊T1伊M-（ -

- 伊T1伊M）伊N （1）

（2）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税负及净现金流量：

应交增值税税额= 伊T1- 伊T2

应交教育费附加及城建税合计=（ 伊T1- 伊T2）

伊M

应交企业所得税=［ - -（ 伊T1- 伊

T2）伊M］伊N

净现金流量=S-P伊Rc-（ 伊T1- 伊T2）-（ 伊

T1 - 伊T2）伊M-［ - -（ 伊T1 - 伊

T2）伊M］伊N （2）
令从两种方式下购货的净现金流量相等，则：

式（1）=式（2），可得：

=Rc伊

Rc= 伊 伊100%

2. 第二种情况。分别从一般纳税人处和小规模纳税人处
购货，从小规模纳税人处取得普通发票。

依据上述公式，假如一般纳税人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货

取得的是普通发票，则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的含税价格与

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的含税价格比为：

Rc= 伊100%

二、购货价格模型下含税价格比的方案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第一种情况下，从一般纳税人处与小

伊100%，在第二种情况下，从一般纳税人处与小规模

纳税人处购货的含税价格比无差别点为：Rc= 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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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从现金流的角度构建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货价格选择模型，然后说明如何运用价格选择模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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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纳税人处购货的含税价格比无差别点为：Rc=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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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当实际含税价格比=含税价格比无差别点时，选
择从一般纳税人处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货，这两种情况给企

业带来的净现金流量是相等的。因此，应当从这两种情况以外

角度考虑选择从其他纳税人处购进货物。

方案二：当实际含税价格比>含税价格比无差别点时，选
择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货，一般可获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从而

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方案三：当实际含税价格比<含税价格比无差别点时，选
择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货，一般可获得价格优惠，从而可以给

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上述三种方案的有关分析可用下图表示：

从小规模纳税人处与一般纳税人处购货的含税价格比率

无差别点计算如下表所示：

三、税务筹划的案例分析

例 1：ABC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
税税率为 17%，预计每年可实现含税销售额 1 000万元，现需
采购原材料 300吨，有三家企业提供供货来源，虽然质量相
同，但其含税价格却不相同。其中：甲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适用

的增值税税率为 17%，提供原材料的报价为每吨 2万元；乙企
业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 3%，能委托税务局代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提供原材料的报价为每吨 1.5万元；丙企业也
为小规模纳税人，但不能委托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

供原材料的报价为每吨 1.3万元，城建税为 5%，教育费附加
为 3%，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面对三家供货单位，采购人员
应如何做出不同来源购货价格的选择呢？

现应用上述模型数据分析如下：

乙企业与甲企业的实际含税价格比率= 伊100%=75%；

丙企业与甲企业的实际含税价格比率= 伊100%=65%。

由于乙企业与甲企业的实际含税价格比率 75%小于含税
价格比率无差别点 87.05%（见前表），同时，由于丙企业与甲
企业的实际含税价格比率 65%小于含税价格比率无差别点
84.31%（见前表），故 ABC生产企业选择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
货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至于 ABC生产企业在乙
企业与丙企业之间又该如何进行选择，需要通过计算净现金

流量进行比较分析，方可得出结论。

1援 从乙企业购货。

应交增值税税额= 伊17%- 伊3%=132.19

（万元）。

应交教育费附加及城建税合计=132.19伊（3%+5%）=10.58
（万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 - -10.58）伊25%=

101.81（万元）。
从乙企业购货的税负合计=132.19+10.58+101.81=244.58

（万元）。

净现金流量=1 000-300伊1.5-244.58=305.42（万元）。
2援 从丙企业购货。

应交增值税税额= 伊17%=145.3（万元）。

应交教育费附加及城建税合计=145.3伊（3%+5%）=11.62
（万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 -300伊1.3-11.62）伊25%=113.27

（万元）。

从丙企业购货的税负合计=145.3+11.62+113.27=270.19
（万元）。

净现金流量=1 000-300伊1.3-270.19=339.81（万元）。
通过上述计算可知，虽然从丙企业购货缴纳的税款要比

从乙企业购货缴纳的税款多 25.61万元（270.19-244.58），但
由于从丙企业购货的净现金流量要高出从乙企业购货的净现

金流量 34.39万元（339.81-305.42），因此，从企业整体利益考
虑，ABC企业应选择从丙企业购货，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
经济利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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