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在对一家大型啤酒生产企业为期一个月调研的基础

上，针对性地在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三个税种领域提出了

一些纳税筹划建议。

一、增值税筹划

1援 灵活运用不同销售结算方式。该企业内部现在存在各

种销售结算方式，而且结算方式主要取决于买方。

（1）税法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淤销售货物或

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于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具体根据不同的结算方式，

有不同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认。

（2）筹划建议。企业应根据不同的结算方式采用不同的

筹划方法。信用销售情况下没有收到货款不开发票，以达到

延期纳税的目的。尽可能采用本票、银行本票和汇兑结算方式

销售货物，避免采用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结算方式销售货物，

在长期不能及时收到货款的情况下，采用分期收款结算方式。

2援 购进免税农产品。该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主要来自原

材料的购买，原材料为大麦、啤酒花及一些辅料，现原材料价

格上涨，供不应求，企业在采购方面处于被动。为了保证啤酒

质量，大麦基本都是进口，一些收购的子公司品牌很多用国产

大麦，由企业的营运部直接购买。

（1）税法规定。购进免税农产品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按

照买价乘以13%的扣除率计算。

（2）筹划建议。企业在主要的生产地成立一个直接向农

户收购大麦和啤酒花的公司，将原来的采购部门剥离，既可以

避免原材料采购处于被动的境地，又能享受直接向农业生产

者采购原材料，从而以采购款的13%抵扣进项税额的好处。

3援 成立储运公司。该企业购买原材料和销售在自行运输

还是委托运输问题上，不同地区的运输公司有不同的运输方

式。总部地区的工厂车队都直属工厂，不交营业税。

（1）税法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

务，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分

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2）筹划建议。企业成立独立核算的储运公司，在销售货

物时如果运费是企业向对方收取的，就可以将货物的运输业

务交由自己的储运公司来完成，相关的手续费、运输装卸费、

储备费等价外费用均由储运公司收取，这样储运公司按交通

运输业缴纳3豫的营业税，价外费用部分的税负将大幅降低。

二、消费税筹划

1援 成立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该企业现在采用的销售方

式主要是直销。

（1）税法规定。消费税属于价内税，并实行单一环节征收，

一般在应税消费品的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缴纳，在以后

的批发、零售等环节中，由于价款中已包含消费税，因此不必

缴纳消费税。

（2）筹划建议。企业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独立核算的销售部

门，总公司可以较低但不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的销售价格将啤

酒销售给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则可以降低销售额，从而减少

应纳消费税的税额。而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由于处在销售环

节，只缴纳增值税，不缴纳消费税，可使集团的整体消费税税

负下降，但增值税税负不变。这样可以减少集团的消费税，而

又不增加整体的增值税。

2援 对酒瓶等包装物收取押金，不随产品出售。啤酒的包

装物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取收取押金形式，但酒瓶等

只能随产品销售。

（1）税法规定。对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应税

消费品，如果包装物连同产品销售，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

价，也不论会计上如何处理，包装物均应并入销售额中计征消

费税。但如果包装物并未随同产品销售，而是借给购货方周转

使用，仅仅收取包装物押金，只要此项押金在规定的时间内

（一般为一年）退回，可以不并入销售额计算纳税。

（2）筹划建议。如果能够成立一个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

总公司生产的啤酒全部销售给该销售部门，则酒瓶等包装物

也可以采取收取押金的形式，这样可以减少计税金额，减轻税

负，这就相当于把消费税的纳税期间向后推迟了一年，改善了

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相当于获取了一笔无息贷款。在遇到通

货膨胀时，由于押金已经收取，其所计提的消费税税额并不随

物价的上涨而增加，因而又可稳定公司的税负，是一件一举多

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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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啤酒生产经营的特点，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提出啤酒生产企业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三个税种的

纳税筹划方案，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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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拓国外市场。该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为国内，国外

市场只占1豫左右。

（1）税法规定。现行消费税对出口应税消费品规定了优惠

措施，只要纳税人出口的消费品不是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

货物，在出口环节均可以享受退（免）税的待遇。

（2）筹划建议。企业可以想方设法开拓国际市场，既可以

出口创汇又可以为企业节约税金。

三、所得税筹划

1. 固定资产折旧。该企业的大型设备采用直线法计提折

旧，残值年限等具体都有所不同。

（1）税法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

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

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2）筹划建议。企业可以尽可能地选择较低的预计净残

值，以在最初的年份内提取更多的折旧，冲减的税基较多，使

应纳税额减少，相当于企业在初始年份内取得了一笔无息贷

款。这有利于企业节税。

2. 公益性捐赠。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很少。

（1）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

总额12豫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规定

以外的捐赠支出不得扣除。

（2）筹划建议。企业在捐赠时，应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

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

公益事业进行捐赠。

另外，可抵扣捐赠的计算基础是年度利润总额，由于年度

利润总额计算受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影响，所以企业可在一

定范围内管理年度利润总额，进而影响可抵扣捐赠数额。

3. 安置残疾人员。该企业职工中残疾人员不到10人，人

均年收入2万元左右。

（1）税法规定。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

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

（2）筹划建议。企业可以在满足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多雇

用一些《残疾人保障法》所规定的残疾人员，不但可以解决残

疾人员的就业，提高企业的声誉，而且可以享受税收上的优

惠，减少纳税额。

另外，企业可以支付给残疾人员较高的工资，然后将多支

付的工资通过其他途径收回，这样企业并没有增加额外的支

出，却仍然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4. 存货计价。该企业存货计价采用先进先出法。

（1）税法规定。企业使用或者销售的存货的成本计算，可

以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中选用一种。计价

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变更。

（2）筹划建议。随着存货的不断流转，一批存货在一段时

期内会全部转入企业的损益，因此无论存货计价方式如何选

择，此期间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的总和是相同的，但是在整段

时间内前后各段时间里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却不一样，并由

此影响到所得税应纳税额。所得税的税金支出是一种强制性

的现金流出，企业在选择存货计价方法时要以所得税的税金

支出的现值作为评判标准，选择所得税税金支出现值小的存

货计价方法。考虑到目前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企业可以改用

个别计价法或加权平均法，以实现税收上的优惠。

5. 直接生产原材料。该企业主要需要的原材料为大麦、

啤酒花及一些辅料，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供不应求，公司在

采购方面处于被动。

（1）税法规定。企业从事免征企业所得税：蔬菜、谷物、薯

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

（2）筹划建议。企业可以考虑自身直接从事原材料的生产，

如在某些地区承包土地，并雇用一些人员直接生产，这样既减

轻了企业购买原材料的压力，又可以享受税收上的优惠。

6. 租入资产。该企业现在的固定资产因种种考虑，没有

实行融资租赁，几乎全部是购买。

（1）税法规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

赁费支出，按照规定构成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价值的部分应当

提取折旧费用，分期扣除。

（2）筹划建议。企业可以在集团内部，由A企业将盈利的

生产项目连同设备一起以租赁形式转移给B企业，并根据本

集团整体利益的需要收取适当的租金，最终使企业整个利益

集团既可以享受折旧的好处，又可以扣除租赁费用。

另外，租赁产生的避税效应并非只能在同一利益集团内

部实现，即使在专门租赁公司提供租赁设备的情况下，承租人

仍旧可以获得税收上的好处，而且可以马上进行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并很快获得收益。所以企业可以考虑将企业的某些

资产以租赁的方式获得。

7. 预约定价。关联企业之间的价格因情况而异，没有制

定统一标准。

（1）税法规定。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

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确认

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

（2）筹划建议。预约定价制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赢的

选择，它能使企业集团摆脱因转让定价的税务处理所产生的

种种困扰。企业可以利用预约定价安排，设计对自己有利的方

案，并设法与税务机关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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