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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地亚汽车转让定价纳税筹划方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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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让定价纳税筹划案例

案例：卡地亚国际汽车生产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汽车销

售公司，向中国出口汽车 100辆，每辆车的关税完税价格为 8

万元，关税税率为 60%，消费税税率为 5%，增值税税率为

17%，假定该种汽车在国内市场的不含税售价为 20万元。（考

虑到文章篇幅以及文章主旨，仅选择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进

行分析）

税负分析：淤关税完税价格=100伊8=800（万元），于关税=

800伊60%=480（万元），盂进口消费税=（800+480）衣（1-5%）伊

5%=67.37（万元），榆进口增值税=（800+480+67.37）伊17%=

229.05（万元），虞进口环节应纳税额合计=480+67.37+229.05=

776.42（万元），愚国内销售环节应纳增值税额=20伊100伊17%-

229.05=110.95（万元）。

筹划方案：卡地亚国际汽车生产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汽

车总装厂并销售成品汽车，改原来的进口整装汽车为进口散

装汽车零部件，一辆汽车的零部件以 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子

公司，零部件的关税税率为 30%，假定该种汽车在国内市场的

不含税售价为 20万元 。

筹划后的集团税负：淤关税完税价格=100伊4=400（万

元），于关税=400伊30%=120（万元），盂进口增值税=（400+120）

伊17%=88.4（万元），榆国内销售环节应纳增值税额=20伊100伊

17%-88.4=251.6（万元），虞国内生产汽车消费税=20伊100伊

5%=100（万元），愚进口环节应纳税额合计=120+88.4=208.4

（万元），舆国内销售环节消费税、增值税合计=251.6+100=

351.6（万元）。

卡地亚国际汽车生产有限公司利用转让定价进行纳税筹

划，仅“改原来的进口整装汽车为进口散装汽车零部件”，就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筹划效果。就关税而言，筹划前后相差 360万

元，可以得出筹划效果相当显著的结论。就增值税而言，筹划

前后并无差别，可见筹划对增值税并无影响。就消费税而言，

筹划前后相差 32.63万元，非减税而是增税 32.63万元。

二、案例的思考：转让定价纳税筹划的解构

1. 筹划方法选择：单一筹划方法与综合筹划方法。此案

例中，表面上“改原来的进口整装汽车为进口散装汽车零部

件”便实现税负最小化的筹划目的，但“将进口汽车变为进口

汽车零部件”远不如案例显示得那般简单，其建立在汽车总装

厂在中国设立的基础上，而汽车总装厂的设立又将牵涉企业

组织形式和地点等，稍有不慎，必将使纳税筹划的效果大打折

扣，甚至消失殆尽。

为此，在进行转让定价筹划时，应综合考虑，将多种纳税

筹划方法综合运用，不应局限于转让定价纳税筹划方法本身，

应积极采用转让定价纳税筹划方法与其他纳税筹划方法的

组合。

2. 筹划效果测量：单一税种的筹划与税收的累积负担。

此案例中，“改原来的进口整装汽车为进口散装汽车零部件”

策略对增值税无影响，消费税反倒增税 32.63万元，所幸关税

节税 360万元。由此可见，若在单一税种内部进行筹划显然难

以真正“测量纳税筹划效果”，唯有进行税负的整体设计，方可

实现纳税筹划的科学测量。

为此，在测量转让定价纳税筹划效果时，不能光看单一税

额的大小，更要看到税收的累积负担。对一个行为重复性地征

税，征了增值税后再征收附加税费，再征收印花税、所得税等，

这种重复性的征税，将会使筹划后总的应纳税额发生重大变

化，有时会超出筹划者的预料。

3. 筹划策略实现：税收目的与经营目的。税收目的与经

营目的原本是转让定价纳税筹划的双重目标。然而实际上，关

联企业重税收目的、轻经营目的的现象比比皆是。企业的经营

运作关乎企业的生存，优良的企业经营管理可以大大减低企

业运作成本，从而同样可以达到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一味苛

求税负的降低而进行纳税筹划，并非在任何情况、任何企业中

均能奏效。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时，理应结合企业现实，选择纳

税筹划的目标。纳税筹划与合理经营，均能达到降低企业成本

的终极追求。

此案例中，“改原来的进口整装汽车为进口散装汽车零部

件”改变了卡地亚国际汽车生产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汽车经销

方式，此种改变虽然在税负上实现了纳税筹划之功效，但是否

会因此而导致经营上的滑坡？毕竟进口整车进行销售和进口

零部件组装再销售有着重大区别，比如汽车的质量、国人对进

口汽车的消费心理等，这些直接关乎转让定价筹划策略的最

终实现。

为此，在进行转让定价纳税筹划时，除正常的纳税筹划效

果测量外，还应考虑纳税筹划策略的经营目的，考虑其可实施

性，只有可实施的策略才有可能实现预设的筹划效果。税收目

的与经营目的是纳税筹划的重要价值追求，在进行转让定价

纳税筹划时，两者必须同时考虑，方可使纳税筹划实现降低企

业成本的终极目标。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