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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法角度谈完善业务招待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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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招待费，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活动中用于接待应

酬而支付的各种费用。纳税人为生产、经营业务的需要而发生

的招待形式多种多样，特别是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

活的丰富，招待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有关

业务招待费扣除的规定中并未明确业务招待费的范围，这是

“一刀切”的方法，不利于小规模企业和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并且在业务招待费的范围上，到底哪一些支出属于业务招待

费的范畴，不论是财务会计制度还是税收制度都未给予准确

的界定，容易导致现实生活中业务招待费的信息披露失真及

由此可能引发的管理者腐败等诸多问题。

一、业务招待费的税务处理

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对于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首先需要确

定扣除的计算基数。根据税法的规定，企业会计年度可在企业

所得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应以营业（销售）收入即主营业

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销售收入之和为基数计算确定。

对经税务机关作纳税调增的业务招待费，根据规定，企业全年

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是纳税人的申报数，而不是税务机关

检查后的确定数，税务机关作纳税调增的业务招待费应在纳

税调整增加额中填列。假设全年业务招待费为 X，营业（销售）

收入净额为 Y，纳税调整额 Z，则根据税法规定，存在以下关

系：60%X臆5译Y，即：X臆Y/120。

二、《企业所得税法》对业务招待费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1. 业务招待费范围过于含糊和笼统，容易导致会计信息

失真及由此产生腐败等诸多问题。纳税人申报扣除的业务招

待费，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应提供能证明真实

性的足够的有效凭证或资料，不能提供的，不得在税前扣除。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规定似乎无可争辩，但笔者认为这过于含

糊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在现实生活中，业务招待与个人消费、娱乐和福利费开支

等的界限并不好把握。至于每笔费用的真实性如何，税务机关

很难判断，也不可能有精力一笔一笔地查证核实。此外，由于

如今餐饮娱乐企业存在串开发票的问题，使部分纳税人有机

可乘。例如，很多企业打着业务招待费这个招牌，以跑业务、联

系客户、招揽生意为名，把不好入账的个人消费、礼品、礼金、

娱乐、补助等支出违规列入其中，甚至有些企业把在歌舞厅、

桑拿、卡拉 OK等的个人支出及烟酒食品、游山玩水等费用以

会议费、住宿费的名义作为业务招待费报销，从而加大了企业

的经营成本，减少了账面利润，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一些效

益好的企业也在业务招待费上大做文章，比如制定一些激励

措施鼓励职工去指定商店买东西，开成餐费、住宿、办公用品

等发票报销，暗中流失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法》中 60豫扣除的规定加重了小企业和新

企业的负担，使其发展滞后，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对于成长

型及新办企业，由于其处于业务拓展期，需要大量的业务招待

费。同时由于处于起步或成长阶段，企业的营业（销售）收入并

不多、竞争性弱，因此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

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豫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

售（营业）收入的 5译的规定对它们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很

难与同行业效益好的企业公平竞争。而一部分营业(销售)收

入较多的大型企业，计算扣除限额大，其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

费并不很多，远远能满足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支出，因此起

不到调节控制业务招待费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业务招待费的

有效管理目标。

三、改进建议

1. 提升企业人员的道德水平和自觉性，加强企业内部业

务招待费的管理。解决业务招待费的不合理列支、提升参与人

员的思想认识，要求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加强自我修养，以身

作则，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真正提升业务人员的素质，加强归

宿感，使业务人员自觉规范自身行为，正确区分企业的正常业

务招待费及个人消费，提升业务招待费的管理质量。

2. 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督促企业合理使用业

务招待费。建议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单位设立专门的企业业务

招待费社会舆论监督管理网站，鼓励社会公众及企业内部人

员以匿名或公开名义的方式表彰各种创新低碳形式的业务招

待费，举报各种不合理甚至腐败的业务招待活动，从而督促企

业注意自身行为，更加合理地使用业务招待费。

3. 新增业务招待费管理新规定，明晰业务招待费的范围。

在税务执法实践中，业务招待费大体包括：招待餐费、招待住

宿费、招待用的食品费、赠送礼品的支出、正常娱乐的支出、旅

游支出等。业务招待费的支出对象一般包括：企业的客户、供

应商、关联企业的工作人员及其他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关的

人员。业务招待费理应在以上范围内开支，并用于恰当的对

象，不能把个人消费及用于公司员工的福利费等在“业务招待

费”科目中列支。除此之外，纳税人自行生产或经过委托加工

的礼品用于赠送的，不能一概并为业务招待费，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