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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达到减轻税负和实现税收零风险

的目的，在税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交

易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安排的过程。

在现有的消费税纳税筹划实务中，很多理论和实务工作

者比较关注消费税生产环节、包装物、连续生产等方面的筹

划。但事实上，消费税中部分税目由于同时采用比例税率和定

额税率的不同税率形式，在产品定价不同的情况下，缴纳的税

款实际形成的全额累进的效果，将对企业的税负产生不同的

影响，因此应充分利用不同定价下产生的全额累进税率进行

合理的纳税筹划。

全额累进税率是以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为基础计征税款

的累进税率，在课税对象数额提高一个级距时，对课税对象全

额都按提高一级的税率征税。按照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

消费税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形式，应纳税额的计算

分为从价定率、从量定额、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混合计算三类

计算方法。经过分析，在消费税的税目中有两个特殊的项目实

际上执行的是全额累进税率，一是啤酒，二是卷烟。如何通过

有效的纳税筹划方法规避全额累进带来的负面作用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

例1：某啤酒厂2008年生产销售某品牌啤酒，每吨生产成

本为1 600元、出厂价为2 980元。同年该厂对该品牌啤酒生产

工艺进行了改进，使该啤酒的质量得到了较大提高，并打算将

售价提高到3 000元/吨。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豫，城建税和教育

费附加忽略不计。

分析：调价前售价是2 980元/吨，则消费税税额为220元/

吨，每吨税前收益越2 980原1 600原220越1 160（元），每吨税后收

益越1 160伊（1原25豫）越870（元）。

调价后售价是3 000元/吨，则消费税全额递增到250元/

吨，每吨税前收益越3 000原1 600原250越1 150（元），每吨税后收

益越1 150伊（1原25豫）越862.5（元）。

经分析，该厂的此次提价反而使得每吨啤酒的税后收益

降低了7.5元（870原862.5）。其原因是价格的提高使税额全额

累进到高一级次，即从原来的220元/吨上升到250元/吨。税款

每吨提高了30元，而每吨的售价仅仅提高了20元。因此该厂应

该在定价策略上规避全额累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筹划思路：淤企业可以考虑使售价提高幅度大于税款增

加的幅度，即每吨售价高于3 010元，这样企业收益水平才会

提高。但这样做要考虑价格的提高是否会影响产品的销路。

于继续维持原价，不仅可以比提价到3 000元增加7.5元的收

益，而且由于质量提高，价格不变，产生价格优势，可以增强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

例2：某卷烟厂2008年4月拟销售10标准箱卷烟，打算将每

标准箱卷烟的售价从12 000元提高到14 700元，假设每标准箱

卷烟的成本为5 000元。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豫，城建税和教育

费附加忽略不计。

分析：调价前应交消费税越10伊（150+12 000伊30豫）越

37 500（元），税后收益越10伊（12 000原5 000原3 750）伊（1原25豫）

越24 375（元）。

调价后应交消费税越10伊（150+14 700伊45豫）越67 650

（元），税后收益越10伊（14 700原5 000原6 765）伊（1原25豫）越

22 012.5（元）。

可见，每标准箱卷烟的价格虽提高了2 700元，但企业的

税后收益总额却下降了2 362.5元（24 375原22 012.5）。其原因

同样是价格的提高并未高出消费税税款增加的部分。

那针对卷烟全额累进税率的情况，企业应该如何制定价

格策略呢？现对提价与企业税后收益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简

单推导。

假设某企业生产卷烟，每标准箱生产成本为C，所得税税

率为25豫。每标准箱卷烟的售价是S1约12 500元，因此销售适用

消费税税率是30豫，本期销售X标准箱。

应交消费税越150X垣XS1伊30豫，税后收益越［XS1-XC-

（150X+XS1伊30%）］伊（1原25豫）。

若提价到S2逸12 500元，适用税率是45豫，应交消费税越

150X垣XS2伊45豫，税后收益越［XS2-XC-（150X+XS2伊45%）］伊

（1原25豫）。

若两者收益水平刚好相同，则：

［XS1-XC-（150X+XS1伊30%）］伊（1原25豫）越［XS2-XC-

（150X+XS2伊45%）］伊（1原25豫）

S2越1.273S1

这说明：当S2跃1.273S1时，提价会提高企业的税后收益，

提价有利；当S2越1.273S1时，提价前后企业的税后收益一样；

当S2约1.273S1时，提价会降低企业的税后收益，加大企业的税

负。

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价格变动后应税消费品所适用的

税率没有发生累进变化，那么上面所推导的公式就无运用的

意义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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