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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动机盈余管理

美国学者PM Healy &JM Wahlen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

是：“盈余管理是指经理人员在财务报告中和在构建财务报告

的事项上运用选择权误导投资者对公司潜在经营业绩的理

解，或是影响投资者依赖会计报告数据做出决策。”按照企业

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可以将盈余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

操纵会计盈余以实现融资、契约、监管、公司形象及管理层收

购等财务报告动机进行的盈余管理。另一类是税收动机盈余

管理。它的具体做法是根据会计与税法的差异，将应计项目分

为两类：第一类是会计税收低差异应计项目，对此类应计项目

的操控既影响会计盈余又影响应税收益，因此称之为高所得

税成本的应计项目；第二类是会计税收高差异应计项目，对此

类应计项目的操纵一般影响会计盈余，而不引起或较小地引

起应税收益的变动，因此这类应计项目也称之为低所得税成

本的应计项目。通过对第一类应计项目的操纵，企业可以减少

应税收益，从而减少所得税的现金支出。

低所得税成本应计项目操控的具体手段为：淤安排关联

方交易，利用税率差和避税港减少所得税支出；于预期税率下

降的前一年，通过延迟确认收入或加速费用确认减少所得税

支出；盂预期税率上升的前一年，通过加速收入确认，延迟费

用确认减少高税率的所得税支出。通过对第二类应计项目的

操纵，企业可以调高会计收益，实现财务报告所要达到的目

的，而不必增加所得税支出，从而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实际负担

（ETRs）。第二类应计项目操控的具体手段一般包括操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减值准备”等项目向上调高

会计收益，而不会影响当期所得税费用。

二、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

“创造性会计”一词来源于对英文Creative Accounting一

词的直译，它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会计实务人员运用

创新方法记录新的会计问题，使会计信息满足“真实和公允”

要求的创造性会计行为；二是经理人员在未明确规定会计准

则领域内，通过包装或粉饰企业财务报表以求达到某种机会

主义目的的创造性会计。创造性会计的操控对象是财务报告，

既包括反映会计盈余的利润表，又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

量表。机会主义的创造性会计又可分为财务报告动机创造性

会计和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

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是指经理人员在未明确规定会计准

则领域内，利用会计准则的可选择性，在财务报告中或构建财

务报告的事项中进行操纵，以求达到减少所得税现金支出或

降低企业ETRs的目的。它与税收动机盈余管理的相同之处在

于，它们的目的都是减少所得税现金支出或降低企业ETRs。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操纵的对象不同，税收动机的盈余管理

只局限于通过操控利润表项目实现“节税”目的，而税收动机

创造性会计不仅可以通过操控利润表项目，而且可以通过推

迟非货币性资产政府补助的确认时间，将非商业性质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安排为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或

通过选择资产并购的会计处理方法影响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

延所得税负债等资产负债表项目来实现“节税”目的。

三、所得税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理论的发展历经了两个阶段，早期的纳税筹划

被界定为“纳税人通过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纳税额最小化

的能力”。当代有效纳税筹划理论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即全部

利益相关者、全部纳税以及全部成本，它要求在进行纳税筹划

时必须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各种税种统一筹划并且考虑筹

划中所有成本，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目标。纳税筹划的手段

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会计手段，就是利用会计准则的可选

择性操纵财务报表；另一类是税收手段，就是利用各种税收优

惠政策安排经营活动。根据有效纳税筹划理论，所得税纳税筹

划应是纳税人在权衡全部相关者利益、所有税种和全部成本

的前提下，通过操纵财务报表或安排经营活动的手段规划所

得税纳税方案，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目标。

由此可见，所得税纳税筹划与税收动机盈余管理、税收动

机创造性会计的目标不同，手段也不同，性质也不同。

所得税纳税筹划是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税后收

益=纳税筹划总收益原纳税筹划总成本，其中纳税筹划总收益

不仅包括所得税“节税”收益，而且包括其他税种“节税”收益，

纳税筹划总成本不仅包括直接筹划成本，而且包括间接成本。

为此，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时，有时为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

与企业节税相关的三个概念辨析

王一舒 朱学义渊教授冤

渊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冤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税收动机盈余管理、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及所得税纳税筹划三个紧密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以

帮助人们识别正确的节税途径，杜绝偷税漏税行为。

【关键词】税收动机盈余管理 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 所得税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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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应用情况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方式主要有股票期

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激励三种。资料显示，采用股票

期权进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占了绝大多数。但随着我国股

市 2007年底以来的由“牛”转“熊”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股

市持续下跌，曾经风靡一时的 A股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大面积“流产”。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大面积失效，暴露了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缺陷，凸显了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优越性。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是企业在特定的情况下，一般是在企业经

营状况不佳或处于初创时期或外部环境不利于采用股票期权

计划时，将一定数量的股票无偿赠与或以较低价格出售给激

励对象，但是股票的再次出售受到限制，只有实现预定目标

（业绩目标或股价目标）后，激励对象才能获得股票的完全所

有权。如果激励对象没有实现预定目标，企业有权将限制性股

票收回或以原价购回。股票期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按约

定价格和数量在授权以后的约定时间购买股票的权利。有这

种权利的人可以在将来的一定时间内按约定的价格（行权价）

叶映红

渊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 530001冤

【摘要】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所采取的三种主要方式之一，属于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本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对企业股权激励业务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分别不同的股票来

源方式举例说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

【关键词】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 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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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会放弃所得税支出最小化的方案，甚至有时还会采取增

加应税所得的方案（如上市融资条件中有一定的税收指标，企

业往往通过增加应税收益以获取融资利益）。相比之下，税收

动机盈余管理和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的目标要简单得多，通

常只考虑“节税”因素即可。

所得税纳税筹划手段既包括利用会计准则的缺陷和可选

择性操纵财务报表的会计手段，又包括利用企业组织形式、税

收减免、税率差异、税收抵免、退税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安排

经营活动的税务手段。而税收动机盈余管理和税收动机创造

性会计通常只包括前面的一种会计手段。

对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性质，应该根据其所采取的手段一

分为二地对待。对于通过操纵财务报表会计手段的所得税纳

税筹划，应坚决予以否定和限制，因为它不仅会威胁财务报告

体系的完整性，而且会造成操纵公司价值、危害股东权益及引

发大量失业等严重恶果。而对于充分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

安排经营活动的税务手段，因其实现了政府用税收政策配置

资源的目标，应该加以引导并给予鼓励和支持。不过，无论是

税收动机盈余管理，还是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它们都是机会

主义会计行为，会危害资本市场和干扰国家正确评估税收政

策执行效果，因此应坚决予以抑制。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税收动机盈余管理、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及

所得税纳税筹划三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旨在帮助投资者识

别企业常用的税收动机的机会主义会计行为的手段，提醒税

务人员注意企业常用的操控应税收益的手段，而更重要的是

帮助税收政策制定者更正确地评价所得税改革成果。ETRs是

用来评价所得税政策对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指标，而国内外

学者在建立ETRs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时，没有单独考虑税收动

机创造性会计或税收动机盈余管理对ETRs的影响，通常将其

并入税收筹划因素中，统一分析其对ETRs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概念辨析，我们清楚地看到税收筹划不仅包

括操纵财务报表的税收动机创造性会计手段，而且包括利用

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安排经营活动的税务手段。由于这两种方

式性质不同，因此应分别研究其对ETRs的影响因子，这样才

能对税收政策执行效果作出正确评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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