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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边界点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增值率为计税基础，而小规模纳税

人则以不含税收入为计税基础。从这两种计税原理来看，在销

售价格相同的情况下，纳税人税负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增值率

的大小。一般来说，对于增值率高的企业适宜选择作为小规模

纳税人；而对于增值率低的企业适宜选择作为一般纳税人。因

此可以对增值率进行分析以找到使两种纳税人的税负相同的

边界点，通过这一边界点就可以合理作出纳税人的身份选择。

增值率越征收率衣增值税税率，代入具体税率测算增值

率：当增值税税率为 17%、征收率为 3%时，增值率越3%衣17%越

17.65%；当增值税税率为 13%、征收率为 3%时，增值率越3%衣

13%越23.08%。这说明，当增值率为 17.65%或 23.08%时，一般

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相同；当增值率低于 17.65%或

23.08%时，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人，此时适宜选

择作为一般纳税人；反之，当增值率高于 17.65%或 23.08%时，

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高于小规模纳税人，此时适宜选择作为小

规模纳税人。

通过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边界点增值率的推算可

以看出，当企业的规模处在小规模纳税人标准边界点即 50万

元或 80万元时，就有必要对增值率进行测算，从而合理选择

纳税人身份。当然，企业在进行纳税人身份选择时还应具体考

虑企业产品的性质及客户的要求。

二、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边界点

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

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适用《个人所得税法》，依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

目计征个人所得税，适用 5%~35%的超额累进税率。

纳税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测算边界点来作

纳税筹划中几个有用的边界点

南京石城税务师事务所 徐传超

【摘要】本文介绍了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企业组织形式选择、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化等的纳税筹划边

界点，以期对实务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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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则视为管理者对公司前景充满确定的信念以及对个

人能力抱有乐观的态度，因此，以管理层自愿持股变动情况

来设计管理层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同时，我国上市公司的盈

余预告披露是以强制性披露为主、自愿性披露为辅，因此，可

以采用管理者盈利预测与实际对比的方法来度量管理者过度

自信。

2. 拓宽研究视角，进行系统研究。一是根据信息不对称

模型、委托代理模型、理性管理者学习假说及管理者过度自信

假说，结合公司财务目标，构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融资决策之

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从规范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管理者过度

自信的最适点及其与公司融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二是现有研

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单个高层管理者（CEO、CFO等）的过度

自信问题。由于我国企业领导者个人影响力未必像西方国家

企业那样显著，企业作出的投融资等重大项目的决策一般都

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可以从管理层（企业决策群体）视

角，研究其他高管人员、董事、监事是否也存在过度自信及管

理层的过度自信是否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等。三是研究管理者

过度自信与公司价值的互动机理。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管理者

过度自信是否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与公司价值，但管理者过

度自信最终如何通过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来影响公司价值的

研究较少，同时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融资行为、公

司价值的机理鲜有研究。

3. 进一步深化研究。目前的研究结论尚存争议，对公司

财务行为的研究仅涉及表象，如融资的顺序、负债期限结构

等。未来应该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深层次地探究公司资本

结构的动态调整、不同财务杠杆效应的检验及主要原因。同

时，应该着眼于研究管理者其他的行为偏差（如有限理性、参

考点偏好、从众行为、后悔厌恶等）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并

将管理者非理性与投资者非理性相结合，如将管理者过度自

信假设与市场择机理论、迎合理论相结合，研究它们对公司融

资行为与公司价值的影响。

【注】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渊编号院2008B2028冤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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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笔者从合伙企业（假定年应纳税所得额按投资人数比例

分配）和公司制企业的选择来研究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边

界点。通过测算可以得出应纳税所得额为 30 000元、50 000

元、300 000 元时个人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15.83%、21.5%和

32.75%。先从非小型微利企业入手，此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边界点在 50 000 ~ 300 000元之

间。假设合伙企业的人数为 Y，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X，则：

应纳企业所得税越X鄢25%

应纳个人所得税越（X衣Y鄢35%-6 750）鄢Y

令两式相等可以得出：X衣Y=67 500（元/人）。

通过以上推算可以得出此时的边界点为 67 500元/人，

即投资人平均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足 67 500元/人时应选择

作为合伙企业，高于 67 500元/人时应选择作为公司制企业。

当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确认条件即企业所得税税率

为 20%时，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边界点在 30 000 ~ 50 000元

之间，我们可以推算出：

X衣Y=42 500（元/人）

当 Y=1即为个人独资企业时，上述边界点也是成立的。

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淤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确认条件即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20%时，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边界点为 X衣

Y越42 500（元/人）；于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确认条件即企业

所得税税率为 25%时，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边界点为 X衣Y越

67 500（元/人）。

三、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化的边界点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劳务

报酬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对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实行

加成征收，即对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20 000元而不足 50 000

元的部分，依照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照应纳税额加

征五成；超过 50 000元的部分，加征十成。因此，实际上劳务

报酬所得适用 20%、30%、40%的三级超额累进税率。

由于相同数额的所得在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

中适用的税率不同，因此可以利用这一差异测算工资、薪金所

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相互转化的边界点。

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存在相同应纳税所得额

时适用的税率相同的情况共有三种，即扣除费用前收入

7 000 ~ 22 000元、42 000 ~ 62 000元、82 000 ~ 102 000元，此

时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税率分别为 20%、

30%、40%。假设扣除费用前收入为 X，则 7 000 ~ 22 000元区

间段边界点的计算如下：

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额越（X原2 000）鄢20%原375

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越X鄢（1-20%）鄢20%

令两式相等可以得出：X=19 375（元）。另两个区间段由

于不能计算出符合该区间条件的数值，因此不存在令两项所

得应纳税额相等的数值。

因此，X=19 375（元）是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

在 7 000~ 22 000元区间段时可以相互转化的边界点。当月实

际收入低于该边界点时，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算比按劳务报酬

所得计算要少缴纳个人所得税；反之，当月实际收入高于该边

界点时，按劳务报酬所得计算比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少缴纳

个人所得税。

四、工资、薪金所得和红利所得转化的边界点

红利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现代企业中投资人往往

也是公司的经营者之一，在从企业取得工资、薪金的同时，也

有可能取得红利。当投资人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超过 20%

时，显然可以将工资、薪金所得转化为红利所得。而当投资人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低于 20%时，也可以将红利所得转化

为工资、薪金所得。这里就存在两项所得相互转化的边界点。

工资、薪金所得和红利所得相互转化测算的区间段为扣

除费用前收入 22 000~ 42 000元。假设实际收入为 X，则：

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额越（X原2 000）鄢25%-1 375

红利所得应纳税额越X鄢20%

令两式相等可以得出：X越37 500（元）。

当 X越37 500（元）时，即使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25%的税

率，但由于适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因而此时的实际税率为

20%。当发放红利的当月月收入超过 37 500元时，显然按工

资、薪金所得比按红利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多，因此，可以

将超过 37 500元的部分转化为红利所得，按 20%的税率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当月收入低于 37 500元时，可以将发放

的红利适当转化为工资、薪金所得，当然转化后实际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税率以不超过 20%为宜。

五、房产自用与出租时税金支付的边界点

企业根据经营的需要有时会将房产对外出租，由于房产

自用和出租时房产税的计税方式、税率不同，同时出租还需缴

纳其他税种，因此有必要明确房产自用与出租时税金支付的

边界点。房产自用时按照房产计税价值征收房产税，即从价计

征，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10%~30%后的余值计算征收，税

率为 1.2%；房产出租时按照房产租金收入计征房产税，即从

租计征，税率为 12%，出租时涉及的其他税种为营业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

假设企业房产的原值为 A，年出租租金为 B，假定从价计

征的房产原值扣除比例为 30%。

房产自用时应缴纳房产税，同时房产税具有抵扣企业所

得税的作用，因此，应缴纳的税款越A鄢（1原30%）鄢1.2%鄢（1原

25%）越A鄢0.63%；房产出租时应缴纳的税款越B鄢12%垣B鄢5%

鄢（1垣7%垣3%）垣［B-B鄢12%-B鄢5%鄢（1+17%+3%）-B鄢1译］

鄢25%越B鄢38.2%。

令两式相等可以得出：B衣A越1.65%。即房产年租金收入

占房产原值的比例为 1.65%时，对企业来说自用与出租房产

缴纳的税款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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