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的规定，小规模纳税人

的认定标准是：淤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

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

零售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于从事货物批

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一般纳税

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

尽管对纳税人身份的认定有以上这样的销售额标准，但由于

同时还有其他的考量标准，所以这样的标准还是非常有弹性

的，即企业存在一定的纳税人身份选择空间。在非销售额的考

量标准里，最重要的一条是“会计核算是否健全”。从增值税设

计的角度看，之所以制定较高的销售额标准，是因为一般来

说，大中型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比较健全，可以准确地进行增

值税的核算；小型企业则往往由于管理上的不足而只能简化

计税方法。但是应税销售额并非是衡量企业核算准确性的唯

一标准。因此，划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仅以年销售额

作为标准是不全面的，还必须辅以定性标准，即由税务机关来

审定纳税人会计核算是否健全。会计核算健全的，年销售额虽

较低也可能按一般纳税人对待；会计核算不健全的，年销售额

虽较高，也可能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对待。由于有了这样较为灵

活的划分原则，使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间的界线变

得更加模糊，两者之间互相转化成为可能。

由于现实中存在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身

份的选择与转化余地，所以对其进行实际税负的对比具有现

实意义。

一、比较的基本标准和方法

除了税率的差异，我们还应注意到：增值税缴纳方式的不

同，会直接影响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采购成本和销

售收入，并导致最终利润的差异，而获得利润才是企业的终极

目标。因此，不论是商贸型企业还是生产型企业（本文将从事

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企业，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提

供应税劳务为主的企业简称为“生产型企业”），如果可以进行

纳税人身份选择，那么其最终比较标准只可能是净利润。这里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比较的是损益角度下的一般纳税

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

对利润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有企业的纳税人身份，还有企

业供货方和销售对象的纳税人身份，情况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为了简化研究，本文特作如下假设：淤以一个完整经营周

期的营业利润为衡量标准；于只涉及企业购货、销货两个环节

的增值税问题；盂一般纳税人只考虑17%的标准税率，商贸型

小规模纳税人和生产型小规模纳税人分别考虑4%和6%的标

准税率；榆一般纳税人的采购成本、销售收入分别设为C、R，

小规模纳税人在不影响销售对象购买成本的前提下制定销售

价格。

二、商贸型企业两种纳税人身份下税负的比较

在上述假设下，商贸型企业面临的供销情况见表1。我们

要做的便是对各种情况下的一般纳税人利润P1和小规模纳税

人利润P2进行比较分析。

对于第1种情况：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1=R-

C；若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由于进项税额不可抵扣，其购

货成本为1.17C；若欲使作为销售对象的一般纳税人成本不

变，则其不含税销售价格也只能定为R。则有：P2=R-1.17C。

显然，P1总是大于P2，即在供货方和销售对象都是一般纳税人

的情况下，商贸型企业应当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

对于第2种情况：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1=R-

C；若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由于进项税不可抵扣，其购货

成本仍然为1.17C，但其销售价格可以高于选择一般纳税人身

份时的销售价格，原因在于作为销售对象的小规模纳税人身

份决定了其实际支出即为成本，既然从一般纳税人那里购货

时价税合计为1.17R，那么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货也可以接受

1.17R的总价格。当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价税合计为1.17R时，其

实际不含税收入应为1.17R/（1+0.04），其利润为：P2=1.1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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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商贸型企业面临的四种供销情况

基于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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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商贸型企业和生产型企业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企

业纳税筹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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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17C。

经过计算不难发现：当P1=P2时，有R/C=1.36；当P1<P2

时，R/C>1.36，当P1>P2时，R/C<1.36。这说明此时存在一个

平衡点，当一般纳税人身份下商品进销差价小于36%时，选择

一般纳税人身份利润更大；当商品进销差价大于36%时，选择

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更有利。

对于第3种情况：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1=R-

C。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购货成本为C，但一般纳税人会要求具

有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的供货方到税务部门代开4%的增值税

发票，实际付款额为C+0.4C。若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则其

购入成本为1.04C（等于实际付款额），而销售收入也是R，故：

P2=R-1.04C。显然，P1>P2。

可见，当供货方为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对象为一般纳税人

时，商贸型企业应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

对于第4种情况：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1=R-C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购货共支付款项C+0.04C，销售时共收

到款项R+0.17R）。若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则成本为

1.04C；销售时由于购货方的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则价税合计

R+0.17R，即收入为（R+0.17R）/（1+0.04），利润为：P2=

1.17R/1.04-1.04C。

经过计算可以发现：当R/C=0.32时，两种纳税人身份下

的利润无差别；当R/C<0.32时，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

润更大；当R/C>0.32时，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更

大。

由于一般情况下，R总是大于C（否则要发生亏损），因此

当供货方和销售对象都是小规模纳税人时，商贸型企业应选

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上述分析结果汇总见表2。

三、生产型企业两种纳税人身份下税负的比较

生产型企业与商贸型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销售成本需

要在购货成本基础上加上加工成本，而加工成本基本上都不

涉及增值税进项税额（除非发生委托加工）。因此，我们可以

根据表1中的四种情况来分析生产型企业的相关情况。这里假

设加工过程将增加成本m，所增加的加工成本m相同程度地

减少了两种纳税人身份下的利润，因而并不影响两种纳税人

身份下的损益对比。但由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从4%变到

6%，需要对表2的结论做小范围修改。

对于第1种情况：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1=R-

C-m；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2=R-1.17C-m。显

然，P1总是大于P2，即在生产型企业的供货方和销售对象都是

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其应当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

对于第2种情况：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1=R-

C-m；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2=1.17R/（1+0.06）-

1.17C-m。

经过计算不难发现：当P1=P2时，有R/C=1.64；当P1<P2

时，R/C>1.64；当P1>P2时，R/C<1.64。

这说明此时存在一个平衡点，当一般纳税人身份下商品

售价低于原材料进价的164%时，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

润更大；而商品售价高于原材料进价的164%时，选择小规模

纳税人身份更有利。

对于第3种情况：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1=R-

C-m；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2=R-1.04C-m。显

然，P1>P2。

可见，当供货方为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对象为一般纳税人

时，生产型企业应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

对于第4种情况：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P1=R-

C-m；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时利润P2=1.17R/（1+0.06）-

1.04C-m。

经过计算发现：当R/C=0.39时，两种纳税人身份下的利

润无差别；当R/C<0.39时，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更

大；当R/C>0.39时，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时的利润更大。

由于一般情况下，R总是大于C（否则要发生亏损），因此

当供货方和销售对象都是小规模纳税人时，生产型企业应选

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上述分析结果汇总见表3。

四、结论

两种增值税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不能凭表面的税率高低

判断，而必须通过特定业务产生的利润来对比分析。利润较小

者，说明其税负较高；利润较大者，则说明其税负较低。分析表

明，损益意义上的实际税负不仅与企业自身的纳税人身份有

关，还与企业供货方和销售对象的纳税人身份相关。实务中，

企业可根据供货方和销售对象的纳税人身份进行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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