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新会计准则

对企业税务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在阐析企业税务风险的定义和探讨税务风险研究意义的基础上，论述了执行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税务风险

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对相关结论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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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企业税务风险的基本概念

从广义上讲，税务风险是指所有在税务职责范围内所涉

及的风险，还包括了与受税务影响的业务相关的风险。而从狭

义的角度来理解，笔者认为税务风险是指企业经营管理中的

涉税业务处理受会计法规与税收法规环境变化或企业内部税

务管理质量的影响，导致企业纳税现金流产生异常波动及企

业所承受的实际税负变化超过企业纳税能力的风险。纳税现

金流是指涉税业务按照税法规定须交纳相关税金而导致的现

金流出。异常波动是指除因业务增长或萎缩和合理的纳税筹

划使纳税现金流出现较大波动以外的其他波动。实际税负是

指企业营业现金流入和主营业务收入所承担的税负。实际上，

当纳税现金流超过了企业的纳税能力时，将会导致企业没有

足够的现金流用于其他方面的经营和投资，从而产生企业正

常经营和发展受限的风险。而当实际税负超过企业纳税能力

时，表明企业存在将来无力偿付税费而可能遭受税务主管部

门处罚的风险。

从风险来源的角度看，企业的税务风险可分为外部环境

风险和内部管理风险。外部环境风险是由于企业的外部法规

环境变化，包括会计法规与税收法规的发展变革使得企业的纳

税义务、纳税时间及其涉税业务处理出现较大变化而影响企

业纳税现金流控制的风险。内部管理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内部

管理不善，违反相关税收征管规定而遭受处罚加重纳税现金

流出的风险。实际上，企业税务风险中的外部环境风险与内部

管理风险存在一定的依存性。当外部环境风险增大时，如果企

业未对其内部税务管理予以及时调整或应对措施不到位，企

业违规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增加了企业内部管理风险。反之，

当企业内部管理风险增大时，企业在税务管理方面的自我控

制与协调能力减弱，于是外部法规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纳税现

金流的冲击影响将超过内部管理控制范围，并因此扩大了外

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就是增大了外部环境风险。

二尧税务风险控制的必要性

1. 税收征管力度不断加强，要求企业审视自身的税务风

险。随着税收法制的日益健全和税收稽查技术的不断成熟，税

务征管力度也在不断增强。这对于一些疏于自身税务管理或

管理能力不强的企业来说，无疑加大了它们承受税务风险的

压力。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对自身税务风险的控制。

2. 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不断完善，要求企业加强税务风

险控制能力以应对法规环境的变化。从 2006年财政部颁布企

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到 2007年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的所得税法，在短时间里会计

法规和税收法规的这种变动意味着我国的法规制度正处于不

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中。这在为企业营造更加良好的生产经

营环境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为在两者的衔

接过程中往往给企业的涉税处理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3. 纳税筹划已普遍应用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要求企

业重视并控制纳税筹划中的风险。纳税筹划的目标是在合理

节税的同时做到零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在选择纳税筹划方案

时应对每个方案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预测，并且在纳税筹划

实施过程中对其风险予以监控。因为税收法规在不断地变化，

可能使得某些纳税筹划方式失效而需要对原来的筹划方案予

以调整，否则将加大纳税筹划风险。因此，纳税筹划越普遍，纳

税筹划的风险控制也就显得越重要。

三尧执行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税务风险的影响

1. 对税务风险的有利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新会计准则与

税法有了较大程度的协调，企业损益的确定口径有了一定程

度的趋同。如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产生的损益，在

新会计准则中都予以了确认，从而减少了会计与税法的差异。

这一方面降低了纳税的核算成本，另一方面使得企业简化了

纳税调整的程序，从而降低了税务风险。

2. 对税务风险的不利影响。这主要来源于新会计准则在

某些方面的规定有所超前，而滞后的税法却缺乏相应明确的

规定，使得企业在纳税义务、纳税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从而增加了税务风险。此外，新会计准则大量引入了公允

价值计量，而税法则主要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它一般不承

认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损益。所以，企业的纳税调整工作量和

成本将加大。这将使得企业在新会计准则初次执行期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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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更大的调整成本，这对于一些税务管理较差的企业，将增

加它们的纳税风险。

四尧实证检验

（一）提出假设

从本文对税务风险的定义可以知道，企业的税务风险可

以体现在纳税现金流与实际税负两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相关

风险上。

首先，由于税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新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

出现了一些新的差异。这些差异将会使得企业在业务的涉税

处理上过于谨慎，以避免税务主管部门的处罚。如在相关涉税

处理规定处于“模糊”状态时，企业会采取多确认税务费用的

措施，结果使企业的税负有所增加。因此，提出第一个假设：新

会计准则实施初期，企业实际税负将比往年有所增加。

其次，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以及研发

费用和借款费用等资本化范围的扩大等规定，一定程度上扩

大了人为操纵利润的空间。这将容易使得企业的利润总额出

现较大的波动，并对纳税现金流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受这

些新会计准则规定的影响，企业纳税现金流将会与企业营业

收入的变化有更大程度的脱离，即出现更大的异常波动。至

此，提出第二个假设：企业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程度相比往

年将会更大。

（二）变量的设计与数据收集

1. 变量设计。首先对企业实际税负进行研究，本文将从

营业现金流入和主营业务收入两方面来分析。其中，营业现金

流入的税负=纳税现金流出衣营业现金流入。它反映了企业营

业现金流入承担了多大的纳税现金流出。主营业务收入所承

担的税负=（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衣主营业务收入，

它所表现的意义与前者类似，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还考虑了

没有实际现金流入的那部分营业收入。两者综合起来的税负

率更能体现出企业所承担的实际税负。因此，企业的实际税

负=纳税现金流出衣营业现金流入伊0援6+（所得税费用+营业

税金及附加）衣主营业务收入伊0援4。

由于我们认为纳税现金流所承担的税负更能准确反映企

业税负，所以在设置相应的权重时，我们将前者的比重（0援6）

设为略高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税负的比重（0援4）。

在测量企业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时，我们主要的思路

是尝试设计一个拟合度比较高的回归方程，以现金流量表中

的“支付的各项税费”来代表纳税现金流出，并为因变量进行

解析。其中，主要以企业的营业现金流入和主营业务收入以及

应交税金为自变量，并加入企业总资产作为控制变量。营业现

金流入和主营业务收入两个变量能反映出企业的营业变化，

而应交税金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纳税筹划状况，再

以总资产变量控制企业的规模影响。从而得回归方程为：

纳税现金流出=X1+X2伊营业现金流入+X3伊主营业务收入+

X4伊应交税金+X5伊总资产+孜

其中：X1、X2、X3、X4、X5分别为 5个变量的系数；孜为随

机误差。而 孜实际上就是不能被方程所拟合的残差项。如果该

方程的拟合度较高，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可

用 孜的标准方差来表示，即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D（孜）。

2. 数据收集。由于新会计准则于 2007年 1月 1日才实

施，所以，其对企业税务风险的影响只在 2007年中报中才有

反映。因此，本文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各任

意选择 20家上市公司，并以其 2000 ~ 2007年的中期报表数

据为分析比较对象，然后再利用 SPSS13援0统计软件对这些数

据进行详细的分析。

（三）检验与分析

1. 各税负指标分年度的均值统计（见表 1）。

由表 1可知，除了 2002年与 2003年的总体税负处于较

高水平，在 2004 ~ 2006年间，企业的总体税负一直维持在较

稳定的低水平 6豫左右。但到了 2007年总体税负又开始有了

较大的增加，达到了 9%。这主要是因为营业现金流入税负有

了显著的增加，从 2004 ~ 2006 年间 8豫左右的水平猛增到

2007年接近 12豫的水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为了免

受被主管部门处罚而自觉交足税款。但这必然会增加企业的

现金流负担，可能引致现金流短缺的风险。总之，总体税负在

2007年的显著增加表明假设一成立。

2. 回归分析。

由表 2、表 3的分析可知，由营业现金流入、主营业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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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JUN-2000

30-JUN-2001

30-JUN-2002

30-JUN-2003

30-JUN-2004

30-JUN-2005

30-JUN-2006

30-JUN-2007

Total

Mean

Mean

Mean

Mean

Mean

Mean

Mean

Mean

Mean

营业收入税负

0.040 9

0.036 5

0.045 4

0.044 7

0.031 6

0.037 4

0.030 8

0.060 4

0.040 9

营业现金流入税负

0.064 8

0.087 9

0.179 4

0.104 4

0.079 7

0.080 3

0.083 9

0.117 7

0.099 8

总税负

0.055 3

0.067 3

0.125 8

0.080 5

0.060 5

0.062 9

0.062 7

0.094 8

0.076 3

表 1

会 计 年 度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1

B

表 3 Coefficients

-1E+007

0.001

0.007

0.417

0.056

渊Constant冤

主营业务收入

资产总计

应交税金

销售现金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d. Error

2 690 617

0.001

0.001

0.078

0.004

t

Beta

0.064

0.226

0.175

0.595

Sig.

-5.010

2.205

5.074

5.354

14.455

0.000

0.028

0.000

0.000

0.000

0.988

0.424

0.781

0.495

1.012

2.359

1.280

2.018

Tolerance VIF

Collinearity

Statistics

Dependent Variable院支付的各项税费

Model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Error of the

Estimate

1 0.736 0.733 33 645 708.2

表 2 Model Summary

Predictors院渊Constant冤尧营业现金流入尧主营业务收入尧应

交税金尧总资产

0.858a



我国银行业混业经营问题探讨

【摘要】银行、证券和保险同业内部及三业之间的合作形式正呈多样化及不断创新的趋势，传统金融体系内三业隔离

的模式被打破，三业之间适当交叉、相互渗透、合作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本文分析了我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现状及面临

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关键词】商业银行 混业经营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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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即从传统的吸收存款、

发放贷款等传统业务向全能银行方向转变，是当今世界金融

领域发展的一大趋势。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

我国金融机构参与世界性竞争不可避免，若仍然固守分业经

营的制度，必然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落败。因此，现阶段我

国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银行业曾多次尝试混业经营，但一直没有摸索出一

条成功的路，至今仍实行分业经营制度。面对当今国际银行业

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我国银行业现行的分业经营制度本身

所存在的弊端及面临的问题凸现了出来：首先，全球经济一体

化和金融服务多元化给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带来了重大影

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五年过渡期已经过去，国家将有限

度地开放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大量外资银行必将涌入我国，

面对外资全能行银行的冲击，我国现行分业制度下的商业银

行显得力不从心，竞争力不强。其次，现行金融制度下的“防火

墙”使得三个行业的业务相对单一，加大了各自的经营风险，

面对信息时代的到来，更不利于金融创新。再次，我国分业经

营对三个行业的业务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得市场资金无

入、应交税金、总资产所组成的回归模型，对支付的各项税费

的解析度较高，拟合度较高，R达到 0援858，即使是调整后的

R值也达到 0援733，而且都通过了 F检验和 T检验，相关系数

的显著性水平也低于 5豫，各变量间的共线性也较低。因此，我

们可以利用此模型分析其方差的标准残差值。

表 4的数据表明了 D（孜）在 2002年起就开始逐渐上升，

而且在 2007年达到较高点。这表明在 2007年纳税现金流的

预测出现了较大的偏离。这种偏离程度的增大说明纳税现金

流的异常波动增大了，所以假设二成立。

五尧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2007年企业纳税现金流的波动变化确

实有所提高。而这种异常波动的扩大容易对企业正常的纳税

活动与企业的营运资金控制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从而给企业

带来潜在的纳税风险。并且由企业的营业现金税负率和营业

收入税负率所反映的综合税负在 2007年都出现了明显的增

大，这也表明许多企业的纳税压力在增大，企业可能需要通过

其他渠道的融资或者加大纳税筹划的力度来应对实际税负的

增大，但是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所承担的税务风险，

而这些纳税风险的变化与新会计准则的执行给企业的外部经

营环境变化不无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企业经营的法规环境的

变化，新会计准则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了新的外

部环境税务风险。

法规变化所引起的外部税务环境风险，往往通过影响企

业内部涉税处理，即企业外部税务环境风险增加时，伴随着企

业内部税务管理风险也会增加。因此，这两方面的税务风险管

理同等重要，应同时进行。具体来说，当外部法规环境发生变

化时，企业既要主动了解法规的改革变化，又要根据变化调整

自身的内部税务管理制度和程序，以控制外部税务环境风险

的变化及其对内部管理风险的不利影响。总的目标就是要使

得总税务风险控制在企业纳税能力控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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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计 年 度

30-JUN-2000

30-JUN-2001

30-JUN-2002

30-JUN-2003

30-JUN-2004

30-JUN-2005

30-JUN-2006

30-JUN-2007

Total

Mean

-0.216 850 5

-0.009 609 6

0.139 120 8

0.101 479 2

0.099 957 9

0.051 056 7

-0.112 242 5

-0.052 911 9

0.000 000 0

N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320

Std.Deviation

0.700 209 40

0.601 343 30

0.401 057 61

0.634 707 96

1.106 974 11

1.265 960 54

1.230 366 78

1.487 283 66

0.993 710 63

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