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

直接相关的税种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与地方利益关

系密切、税源分散、便于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因为社

会保障税的税率和税基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也就越高。毫无疑问，社会

保障税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而且由地方征收便于管理和发

放，因此应将社会保障税交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列为中央与

地方共享税，其中大部分资金留给地方用于支持社保基金的

支出和发放。

四、《社会保障税法》中的法律责任问题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存在法律责任缺

位，对恶意拖欠、少缴、漏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惩罚不力，缺乏

严厉的追究问责机制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在制定《社会保

障税法》时可以通过明确法律责任、增加问责机制等予以弥补

和完善。

具体来说，在明确法律责任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淤税

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应该依法征

税，因其违反正当程序侵犯纳税人权利的要承担行政责任和

民事赔偿责任。于个人纳税人的法律责任。有经济能力缴纳社

会保障税的个人纳税人故意不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法律将不

赋予其享受社会保障税返还待遇的权利。盂单位纳税人的法

律责任。如果单位纳税人为逃避法定纳税义务而不进行纳税

申报，或者提供欺诈性代扣代缴说明，或者无正当理由故意拖

欠、少缴、拒缴社会保障税的，应当对单位处以罚款和滞纳金

以示惩戒。此外，还要追究该单位主管人员的法律责任，构成

犯罪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而社会保

障税的开征更是至关重要。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此我们应该积极面对，并且要加快社会保

障税的立法进程，以此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法律支持，也

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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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个纳税人或某项纳税事件进行纳税筹划时，纳税筹

划方案往往不是惟一的，因此必然面临着对纳税筹划方案的

取舍问题。对同一个纳税人或同一个纳税事件而言，不同的纳

税筹划方案在节减的税额和风险方面各不相同。进行纳税筹

划时，保守型决策者选择收益不高但风险不大的方案，稳健型

决策者选择可获得较高的收益而又不会承担太大风险的方

案，冒险型决策者选择收益高但风险大的方案。本文利用概率

和统计的方法，结合财务管理中的风险衡量原理，对不同纳税

筹划方案进行计算和分析。下面举例说明。

例：某纳税人在某一时期的纳税筹划方案如表 1所示。

假定该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所取得的税前所得相同，其

目标筹划收益为 10万元，无风险筹划收益为 5万元。

1. 在三种方案中选择一种方案。

（1）计算各方案的收益期望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E表示收益期望值；Si表示第 i种可能性节减（或增

加）的税额；Pi 表示第 i 种可能性的概率；n表示可能结果的

个数。计算结果见表 2。

由计算结果可知，三种方案的预期收益为 B跃C跃A，且均

运用概率统计方法选择纳税筹划方案

李雄飞

渊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昌 330013冤

【摘要】本文利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结合财务管理中的风险衡量原理对纳税筹划方案进行分析与选择，以期为实务

工作中的纳税筹划方案选择提供依据。

【关键词】纳税筹划方案 收益期望值 标准离差 标准离差率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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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额（万元）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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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额（万元）

概率
节减（或增加）
的税额（万元）

概率

可能性 2 可能性 3

表 1 纳税筹划方案

移
i越员

n
E= S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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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无风险筹划收益，其中 B方案预期收益高于企业目标筹

划收益。为了衡量这三种方案风险的大小，还必须借助衡量

概率分布离散程度的指标。

（2）计算各方案收益的标准离差。计算公式为：

其中，啄表示收益的标准离差。计算结果见表 2。

标准离差可用以衡量待决策方案的风险。标准离差越

大，风险越大；反之，标准离差越小，风险越小。由计算结果可

知，三种方案收益的标准离差为 A约B约C。然而，以标准离差

来衡量风险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是一个绝对数，只适用于

相同期望值的不同方案的比较。为比较不同期望值的各种方

案，需借助标准离差率指标。

（3）计算各方案的标准离差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V表示标准离差率。计算结果见表 2。

标准离差率是以相对数来比较离散程度即风险的指标。

标准离差率越大，风险越大；反之，标准离差率越小，风险越

小。由计算结果可知，三种方案的标准离差率为 A约B约C。

在三种方案中，C方案的预期收益居中，但风险最大，为

B方案的 2.21倍（95.93%衣43.49%），为 A方案的 2.76倍（95.93%

衣34.77%），企业决策者一般会出于审慎而放弃 C方案。B方

案的预期收益最高，而风险居中，为 A方案的 1.25倍（43.49%

衣34.77%）；A方案的预期收益最低，风险也最低。因此，选择 A

方案还是 B方案取决于企业决策者的风险偏好。较为稳健的

决策者会选择 A方案，愿冒一定风险的决策者会选择 B方

案，因为 B方案可获取更大的风险价值。

2. 在两两组合方案中选择一组方案。假定某纳税人要在

A、B、C三种方案的两两组合中选择一组方案。A、B、C三种

方案的有关资料同上，进行两两组合时有三种结果：A+B、A+

C、B+C。假设在每种组合的方案中，与两种单一方案相对应

的应纳税额之间的比例为 0.5颐0.5。

（1）计算组合方案的相关系数。在对纳税筹划方案进行

组合时，首先要考虑各种方案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是反映

两个方案相关程度的指标，取值在依1之间。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籽表示相关系数（-1臆籽臆1）；Sxi、Syi表示 X、Y方案

第 i种可能性节减（或增加）的税额；Ex、Ey表示 X、Y方案的

收益期望值；啄x、啄y表示X、Y方案的标准离差；P（x+y）i表示 X、Y

两种方案第 i种可能性共同的概率（计算结果见表 3）。

籽=0，表明两者之间完全不相关；-1臆籽约0，表明两者负相

关，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0约籽臆1，表明两者正相

关，风险只能在很小程度上相互抵消。由计算结果可知，A+B

组合的正相关系数很高，说明这种组合会增强彼此的筹划功

能；A+C组合、B+C组合的负相关系数很高，说明两种方案

的组合会使彼此的筹划功能的强弱呈反方向变动。

（2）计算组合方案的收益期望值。组合方案的收益期望

值是各单一方案收益期望值的加权平均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E忆表示组合方案的收益期望值；Rx表示与单一方

案相对应的应纳税额之间的比例；Ex表示单一方案的收益期

望值；x表示各单一方案（x=A，B，C…）；m表示采用单一方案

的个数（计算结果见表 3）。

（3）计算各组合方案收益的标准离差。计算公式为：

其中：啄'表示组合方案收益的标准离差；Wx、Wy表示与

X、Y方案相对应的应纳税额之间的比例；啄x、啄y表示 X、Y方

案收益的标准离差；籽（x+y）表示 X+Y组合方案的相关系数。

计算结果见表 3。

计算结果表明，A+B 组合相对降低了筹划风险，啄A约

啄（A+B）约啄B；A+C组合、B+C组合的风险相互抵消，风险降

低，啄（A+C）约啄A约啄C、啄（B+C）约啄B约啄C。

（4）计算各组合方案的标准离差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V忆表示组合方案的标准离差率。计算结果见表 3。

在三种方案中，A+B组合方案预期收益最小，风险最大，

为 B+C组合方案的 1.84倍（39.48%衣21.42%）；A+C组合方

案预期收益居中，风险居中，为 B+C组合方案的 1.54倍（32.96%

衣21.42%）；B+C组合方案预期收益最大，风险最小，此为最佳

选择。

进行纳税筹划方案选择时，不能仅仅考虑节减的税额大

小，还必须同时兼顾筹划风险的大小。节减的税额相对最大

化且筹划风险最小化，最终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是方案选

取的根本性原则。基于标准离差的分析方法，可以给纳税筹

划方案的选择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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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单一方案中选择其一的有关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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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在组合方案中选择其一的有关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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