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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全部自行加工、委托加工和自行加工相结合、全部委托加工三种加工方式下产生的所得税税前利润进

行比较和分析，指出对于应税消费品，企业采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才能达到纳税筹划的目的，即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主要

取决于不同加工方式下加工成本的差异与不同加工方式下税负的差异比较，而不能简单地以选择某种加工方式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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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消费品加工方式的选择与筹划

现行《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除珠宝行业以外的其他应

税消费品消费税的征收在其生产环节，由于已税消费税原材

料和最终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存在差异，这必然会为企

业选择不同的消费税产品生产方式产生的消费税纳税筹划提

供契机。企业应税消费品的加工方式可以分为全部自行加工、

委托加工与自行加工相结合、全部委托加工三种，进行简单比

较后通常得出采用全部委托加工方式的税负最轻，似乎该种

加工方式就是企业纳税筹划的最优方案，其实这种简单的比

较得出的结果不一定正确。本文试图在对三种不同加工方式

下产生的所得税税前利润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对本文

结论进行论证。

一、本文假设

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某企业购进已税消费税原材料加工成最终应税

消费品，该企业最终应税消费品的生产可以选择以下三种方

式：第一种，全部自行加工，即企业自行对最初始的原材料直

接加工成最终的应税消费品并直接对外销售；第二种，委托加

工与自行加工相结合，即委托其他企业将最初始的原材料加

工成已税消费税原材料，再由企业继续加工成最终应税消费

品后对外销售；第三种，全部委托加工，即委托其他企业对最

初始的原材料直接加工成最终应税消费品，企业收回后直接

对外销售。

假设 2：最初始原材料的总成本为 F，最终应税消费品不

含增值税的对外总售价为R，企业全部自行加工为最终应税

消费品所需的加工成本为 VC1，委托其他企业将初始原材料

加工成已税消费税原材料所需的加工成本为 VC2，将已税消

费税原材料继续加工为最终应税消费品所需的加工成本为

VC3，全部委托其他企业将初始的原材料直接加工成最终应

税消费品所需的加工成本为 VC4。

假设 3：已税消费税原材料的从价消费税税率为 S1；最终

应税消费品的从价消费税税率为 S2，已税消费税原材料、最

终应税消费品均不征收从量消费税；城建税税率为 S3；教育

费附加率为 S4。

二、逻辑分析：三种加工方式下的所得税税前利润计算

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计算如下：税前利润越销售收入-原

材料成本-加工总成本-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根据上述假设，企业在三种加工方式下的所得税税前利润

计算如下：

1援 第一种加工方式：全部自行加工。该种方式下：销售收

入为 R，原材料成本为 F，加工成本为 VC1，消费税为“R伊

S2”，城建税为“R伊S2伊S3”，教育费附加为“R伊S2伊S4”。所以，

所得税税前利润 T1越R-F-VC1-（R伊S2）-（R伊S2伊S3）-（R伊

S2伊S4）。

整理后得：T1越R-F-VC1-［（R伊S2）伊（1垣S3垣S4）］。

2援 第二种加工方式：委托加工与自行加工相结合。该种

方式下：销售收入为 R，原材料成本为 F，所需加工成本为

“VC2垣VC3”；由受托加工企业代缴的消费税=（材料成本垣加

工费）衣（1原原材料消费税税率）伊原材料消费税税率=（F垣

VC2）衣（1原S1）伊S1；由企业自身缴纳的消费税=销售收入伊应

税消费品消费税税率原由受托加工企业代缴的消费税=（R伊

S2）-［（F垣VC2）衣（1原S1）伊S1］；企业应承担的消费税总额=受

托加工企业代缴的消费税垣企业自身缴纳的消费税=［（F垣

VC2）衣（1原S1）伊S1］垣［（R伊S2）-（F垣VC2）衣（1原S1）伊S1］越R伊

S2；城建税为“R伊S2伊S3”，教育费附加为“R伊S2伊S4”。所以，所

得税税前利润 T2越R-F-（VC2+VC3）-（R伊S2）-（R伊S2伊S3）-

（R伊S2伊S4）。

整理后得：T2越R-F-（VC2+VC3）-［（R伊S2）伊（1+S3+

S4）］。

3援 第三种加工方式：全部委托加工。该种方式下：销售收

入为 R，原材料成本为 F，加工成本为 VC4，受托加工企业代

缴的消费税为“（F垣VC4）衣（1原S2）伊S2”，城市维护建设税为

“［（F垣VC4）衣（1原S2）伊S2］伊S3”，教育费附加为“［（F垣VC4）衣

（1原S2）伊S2］伊S4”。所以，所得税税前利润 T3越R-F-VC4-（F垣

VC4）衣（1原S2）伊S2-［（F垣VC4）衣（1原S2）伊S2］伊S3-［（F垣VC4）衣

（1原S2）伊S2］伊S4。

整理后得：T3越R-F-VC4-［（F垣VC4）衣（1原S2）伊S2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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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S4）］。

三、三种加工方式下的所得税税前利润比较

1援 第一种加工方式与第二种加工方式的比较。

吟T12越T1原T2越［R-F-VC1-（R伊S2）伊（1+S3+S4）］原［R-

F-（VC2垣VC3）-（R伊S2）伊（1+S3+S4）］越（VC2垣VC3）-VC1

计算临界点：令（VC2垣VC3）-VC1越0，则 VC1越（VC2垣

VC3）。

公式左边是第一种加工方式下的加工成本，公式右边则

是第二种加工方式下两个加工环节（委托加工应税原材料与

自行加工最终应税消费品）所发生的加工成本之和，如果两种

加工方式下所发生的加工成本相同，它们的税负是相等的。表

面上看，委托加工已税消费税原材料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与最

终应税消费品所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不同，必然会产生税负差

异，从而为企业选择不同的消费税产品生产方式进行纳税筹

划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委托加工环节由受托方代缴的消费税可以从最

终应税消费品应缴纳的消费税中抵扣，只要最终应税消费品

的销售收入相同，最终的税负是相等的。因此，两种加工方式

下所得税税前利润的大小是由两种加工方式下所发生的加工

成本的大小所决定的。

抉择：淤如果第一种加工方式下的加工成本 VC1等于第

二种加工方式下的加工成本（VC2垣VC3），两种加工方式并无

差异，它们的税负相等，所得税税前利润也相等。于如果第一

种加工方式下的加工成本 VC1小于第二种加工方式下的加

工成本（VC2垣VC3），则应选择第一种加工方式，即全部由企

业自行加工。盂如果第一种加工方式下的加工成本 VC1大于

第二种加工方式下的加工成本（VC2垣VC3），则应选择第二种

加工方式。

2. 第一种加工方式与第三种加工方式的比较。

吟T13越T1原T3越［R-F-VC1-（R伊S2）伊（1+S3+S4）］原［R-

F-VC4-（F+VC4）衣（1-S2）伊S2伊（1+S3+S4）］越（VC4-VC1）-

［R伊S2-（F+VC4）衣（1-S2）伊S2］伊（1+S3+S4）

计算临界点：令（VC4-VC1）-［R伊S2-（F+VC4）衣（1-S2）

伊S2伊（1+S3+S4）］越0，则（VC4-VC1）=R伊S2-（F+VC4）衣（1-

S2）伊S2伊（1+S3+S4）。

公式左边是第三种加工方式与第一种加工方式的加工成

本的差额，公式右边是第一种加工方式与第三种加工方式的

税负的差额。通常，全部委托加工多属订单式生产，其加工成

本较高；企业自行加工多属大批量生产，其加工成本相对较

低。自行加工的应税消费品以产品的最终售价计征消费税，税

负较重；而委托加工大多是以组成计税价格计征的，其计税基

数往往要低于企业对外销售的价格，故税负较轻。因此，全部

委托加工的加工成本要大于全部自行加工的加工成本，而全

部自行加工的税负要大于全部委托加工的税负。

抉择：淤如果第三种加工方式与第一种加工方式的加工

成本差额等于第一种加工方式与第三种加工方式的税负差

额，两种加工方式无差异。于如果第三种加工方式与第一种加

工方式的加工成本差额大于第一种加工方式与第三种加工方

式的税负差额，则应当选择第一种加工方式。盂如果第三种

加工方式与第一种加工方式的加工成本差额小于第一种加工

方式与第三种加工方式的税负差额，则应当选择第三种加工

方式。

3. 第二种加工方式和第三种加工方式的比较。

吟T23越T2原T3越［R-F-（VC2+VC3）-（R伊S2）伊（1+S3+

S4）］原［R-F-VC4-（F +VC4）衣（1 -S2）伊S2 伊（1 +S3 +S4）］越

［VC4-（VC2+VC3）］+［R伊S2-（F+VC4）衣（1-S2）伊S2］伊（1+

S3+S4）

计算临界点：令［VC4-（VC2+VC3）］+［R伊S2-（F+VC4）

衣（1-S2）伊S2］伊（1+S3+S4）越0，则 VC4-（VC2+VC3）越［R伊S2-

（F+VC4）衣（1-S2）伊S2］伊（1+S3+S4）。

公式左边是第三种加工方式与第二种加工方式的加工成

本的差额，公式右边是第二种加工方式和第三种加工方式的

税负的差额。同样可推，全部委托加工的加工成本要大于委托

加工和自行加工相结合的加工成本，而委托加工与自行加工

相结合的税负总额要大于全部委托加工的税负总额。

抉择：淤如果第三种加工方式与第二种加工方式的加工

成本差额等于第二种加工方式和第三种加工方式的税负总额

的差额，两种加工方式无差异。于如果第三种加工方式与第二

种加工方式的加工成本的差额大于第二种加工方式与第三种

加工方式的税负总额的差额，则应选择第二种加工方式。盂如

果第三种加工方式与第二种加工方式的加工成本差额小于第

二种加工方式与第三种加工方式的税负总额的差额，则应选

择第三种加工方式。

四、结论

企业的运行是一个有机整体，税收问题涉及这个有机整

体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企业加工方式的改变会对企业的

成本、税负等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

对于应税消费品来说，企业采用什么样的生产加工方式

才能达到最终的纳税筹划目的，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并

根据不同加工方式下加工成本的差异以及税负的大小来进行

衡量，而不是简单地通过选择应税消费品的加工方式就能

实现。简单地根据应税消费品的加工方式进行计算、分析、筹

划，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客观准确，只会陷入纳税筹划的误区，

达不到应有的目的和效果，对实际工作既无指导意义，也无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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