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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向灾区捐赠的纳税筹划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梁文涛

一、变部分扣除捐赠额为全额扣除的纳税筹划

相关规定：企业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

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其中，公益性捐赠，是指

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用于《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企业通过非

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对红十字会等机构的捐赠准

予在税前 100%（全额）扣除。

筹划分析：由于对红十字会等机构的捐赠不受年度利润

总额 12%的扣除额限制，可以全额扣除，因此企业在选择捐赠

对象的时候，首先选择通过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对

红十字会等机构进行捐赠，其次选择通过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和政府部门的捐赠，再次选择直接向受灾对象的捐赠。

例 1：甲公司按季预缴企业所得税，年终汇算清缴。2008

年 7月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人民币 300万元。甲公司预计

2008年实现会计利润 1 500万元，假设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

项。甲公司 2008年一到四季度累计缴纳企业所得税 400万

元，适用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捐赠 300万元给地震灾区。甲公司 2008年可在税前扣

除的公益性捐赠=1 500伊12%=180（万元）。甲公司 2008年实

际发生公益性捐赠 300万元，大于可税前扣除公益性捐赠

180万元，因此对于公益性捐赠 300万元，需要纳税调整增加

120万元（300-180）。甲公司 2008年应纳企业所得税=（1 500+

120）伊25%=405（万元），减去已累计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400万

元，甲公司 2008 年度汇算清缴应补缴企业所得税 5 万元

（405-400）。

方案二：向当地红十字会捐赠 300万元给地震灾区。此

时，300万元的公益性捐赠可在税前全额扣除，不需要进行纳

税调整。甲公司 2008年应纳企业所得税=1 500伊25%=375（万

元），减去已累计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400万元，甲公司 2008年

度汇算清缴可申请退还企业所得税 25万元（400-375）。

由此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企业所得税 30万元（405-

375），因此，甲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二、通过捐赠变为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筹划

相关规定：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豫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其中，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

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淤工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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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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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划分析：对于符合上述其他条件，但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略超过 30万元的企业，可通过捐赠变为小型微利企业，从而

充分利用小型微利企业低税率的税收优惠政策。

例 2：乙公司是一工业企业，从业人数 90 人，资产总额

2 500万元；预计 2008年度未扣除捐赠前的利润总额为 32.9

万元（假设没有纳税调整项目，即利润总额=应纳税所得额）。

乙公司欲向当地红十字会捐赠 2.8万元给地震灾区。请对其

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向地震灾区捐款 2.8万元。由于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32.9-2.8=30.1跃30，因此，适用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乙

公司 2008年应纳企业所得税=（32.9-2.8）伊25%=7.525（万

元）；乙公司 2008年税后净利润=32.9-2.8-7.525=22.575（万

元）。

方案二：直接向地震灾区捐款 3万元。由于年度应纳税所

得额=32.9-3=29.9约30，因此，适用 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乙

公司 2008年应纳企业所得税=（32.9-3）伊20%=5.98（万元）；

乙公司 2008年税后净利润=32.9-3-5.98=23.92（万元）。

由此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不仅少缴企业所得税 1.545

万元（7.525-5.98），而且多获税后净利润 1.345万元（23.92-

22.575），因此，乙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三、变企业捐赠为员工捐赠的纳税筹划

相关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

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

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

薪金支出，准予税前扣除。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

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

筹划分析：采用变企业捐赠为员工捐赠的方式，即企业把

欲对灾区的捐赠额先以奖金的形式平均发放给员工，然后员

工以个人名义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政府部门捐赠给灾

区。这样，对企业而言，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

税前扣除；对个人而言，由于捐赠额在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

分可以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因此，只要把个人捐赠额控制

在其应纳税所得额的 30%以内，则先发奖金再捐赠的个人所

得税不变，当然个人收入亦不受影响。

例 3：2008年 7月，甲企业准备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

政府部门向灾区捐赠现金 1 000万元。甲企业 2008年未扣除

捐赠的利润总额为 1 000万元，扣除捐赠后的利润总额为 0。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28窑 援 上旬

甲企业有员工 12 500人，工资薪金为每人每年 6万元，工资

总额为 75 000万元。全年估计实际使用职工福利费 10 600万

元。2008年 7月，人均工资为每月 5 000元。工资薪金的个人

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为 2 000元。该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甲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政府部门向灾

区捐赠。扣除捐赠后的利润总额为 0，企业捐赠的税前扣除限

额为 0。因此，企业向灾区捐赠现金 1 000万元全部都不能税

前扣除。由于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

总额 14%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因此，职工福利费的扣除限

额为 10 500万元（75 000伊14%）。甲企业 2008 年发生的职工

福利费 100 万元（10 600-10 500）超标准不能税前扣除，假

设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则甲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 275万

元［（0垣1 000垣100）伊25%］，每人应纳个人所得税 325 元

［（5 000-2 000）伊15%-125］，应纳个人所得税总计 406.25万

元（0.032 5伊12 500）。

方案二：变企业捐赠为员工捐赠，且仍通过公益性社会团

体或者政府部门向灾区捐赠。企业把欲对灾区的捐赠先以奖

金的形式按人均 800元发放给员工，然后员工以个人名义通

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政府部门捐赠给灾区。由于（5 000-

2 000）伊30%=900跃800，因此，人均 800元的捐赠可以在个人

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故企业在先发放用于捐赠的奖金、个人

再捐赠的情况下，每人应纳个人所得税 325元{［（5 000垣800）

-2 000-800］伊15%-125}，应纳个人所得税总计 406.25 万

元（0.032 5伊12 500）。企业上述用于捐赠的奖金 1 000万元计

入工资薪金总额后，准予税前扣除。同时，由于原来用于捐赠

的奖金 1 000万元计入工资薪金总额后，职工福利费的扣除

限额为（75 000+1 000）伊14%=10 640跃10 600，使得原来超额

使用的职工福利费 100万元可税前扣除，不必进行纳税调整。

则甲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为 0。由此可见，变企业捐赠为员工

捐赠后，甲企业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不变，仍为 406.25万元，

但企业所得税却少缴了 275万元。

应当注意的是，企业不应单纯地为了节税而减少捐赠。在

捐赠与节税产生冲突时，企业应先满足救灾需求，多多捐赠。另

外，企业对捐赠进行纳税筹划时，应事先得到税务机关的批准

与认可，以降低纳税筹划风险，获得正当的节税效益。茵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探讨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陈 静 安徽萧县地方税务局 闫淑兰

一、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的相关规定

1. 抵扣资格。《增值税暂行条例》（简称《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规定：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包

括捐赠、实物投资）或者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固定资产发

生的进项税额，可根据有关规定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此规定表

明，增值税转型改革针对的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只有具有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才有可能对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进行

抵扣。

2. 固定资产的范围。《条例》对固定资产的范围进行了限

定，仅指使用期限超过 12个月的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

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同时规定，与企业技

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

托车和游艇不在可抵扣资产之列。

3. 抵扣条件。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购进（包括捐赠、实物投资）或者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固定

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可凭税务机关认证的单据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但发生下列情况除外：一是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二是购进固定资

产发生非正常损失。符合抵扣条件的固定资产在购进过程中

发生的运输费用，可依据运输单据票面金额 7%的比例从销项

税额中扣除。

4. 抵扣税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符

合《条例》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税率为 13%，其余税率为

17%；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为 3%。同时，《关于全国实

施增值税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 号）规定：

2008年 12月 31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

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购进或自制

的固定资产，按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2008年 12月 31

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前购进或自制的

固定资产，按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后购进或自制的固定资

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也就是说，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的抵扣税率视出售方购入固定资产的时间、增值税税率及当

时增值税的处理情况而定。

5. 抵扣凭证及时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09年 1月 1日

及其以后取得固定资产，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运输费用结算单据的，必须自该专用发票

开具之日起 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并于认证通过的当月按

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月进项税额申报抵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