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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六个临界点分析增值税的纳税筹划

【摘要】纳税人运用纳税筹划临界点进行增值税的纳税筹划，可降低税负、增加纳税人的所得税后利润或现金净流量。

本文通过六个临界点分析增值税的纳税筹划方法，以期对实务工作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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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筹划中的临界点，是指引起税负发生变化的收入、所

得或者价格水平等。如果我们熟悉临界点并利用临界点进行

纳税筹划，就可以降低税负、增加纳税人的税后利润或现金净

流量。下文笔者就针对六个临界点进行分析，以指导增值税的

纳税筹划。

一、起征点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增值税起征点如下（起

征点的适用范围限于个人）：销售货物的，为月销售额 2 000 ~

5 000 元；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月销售额 1 500 ~ 3 000元；按次

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 150 ~ 200元；省、自治区、直辖市

财政厅（局）和国家税务局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本地区适用的起征点。

根据上述规定，我们来分析纳税筹划临界点。假定起征点

为 X0，增值税税率为 3%，当应纳税所得额为 X（达到起征点）

时，由于应全额纳税，实际税后净所得反而小于 X0，当 X逐

渐增加时，实际净所得也会增长到 X0。应纳税所得额 X与起

征点 X0间满足以下条件：

X逸X0 （1）

X原X衣（1垣3%）伊3%臆X0 （2）

由（1）、（2）式可得：X0臆X臆1.03X0。也就是说，当应纳税

所得额在 X0和 1.03X0之间时，存在纳税筹划的空间，此时应

采取措施（降低价格或减少销量等）将应纳税所得额降到起征

点以下，以增加实际净所得。

二、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根据增值税法规，小规模纳税人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但

税率较低（税率为 3%），一般纳税人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但税率

较高（税率一般为 13%或 17%）。对小规模纳税人而言，增值率

与其税负成反比，原因是较低的征收率优势逐步胜过不可抵

扣进项税额的劣势。而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增值率与其税负成

正比，原因是增值率越大，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对越少。因

此，我们有必要求出与纳税人身份相关的临界点，以指导纳税

筹划。

我们假定：甲企业年度内所有产品的含税销售额为 Y，含

税的购货额总计为 X。企业如作为一般纳税人，所有存货的销

售及采购都适用相同的增值税税率 t，应纳税额为 T1；该企业

如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为 T2，假定企业作为小规模

纳税人不会影响其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额。

根据假定，可得到下列等式：T1=（Y原X）衣（1垣t）伊t，T2=Y衣

（1垣3%）伊3%。

由于在临界点时，T1=T2，则有：（Y原X）衣（1垣t）伊t=Y衣

（1垣3%）伊3%，由于式中 X、Y为变量，而 t为常量，最终得出：

Y/X=1.03t/（t原0.03），这就是我们所求的临界点。

根据此临界点，可得出如下结论：淤当 Y/X=1.03t/（t原

0.03）时，企业选择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其增值税

负担无差别；于当 T1约T2即 Y/X约1.03t/（t原0.03）时，企业选

择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负担较轻；盂当 T1跃T2即 Y/X跃1.03t/

（t原0.03）时，企业选择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负担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上述临界点进行纳税筹划存在一定

的局限，原因有以下两个：一是税法对企业纳税人身份的选择

是有限定的，如销售额在一定标准以下的，一律不得认定为一

般纳税人，而纳税人销售额超过标准的，未申请办理一般纳税

人认定手续的，则销售额要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二是由于小规

模纳税人不能正常地开具发票，这会影响企业与客户进行议

价的能力，进而影响产品的销量及销售价格。

三、物资采购对象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由于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故其

物资采购对象的选择较为简单，如果质量相同只需选择价格

低的物资即可。而对一般纳税人企业，所需物资既可从一般纳

税人处采购, 也可从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 但由于取得的发

票不同,将导致可扣除的进项税额不同，故其物资采购对象的

选择不能仅考虑物资的价格，还应考虑进项税额。下文具体分

析一般纳税人企业物资采购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我们假定：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买原材料时,

若从丙公司（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则可取得由税务机关所代

开的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价格为 X元，此时

的现金净流出量为 F1；若从乙公司（一般纳税人）购进，则含

税价格为 Y元，乙公司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t，此时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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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流出量为 F2。

由上述假定，可得到下列等式：F1=X原X衣（1垣3%）伊3%，

F2=Y原Y衣（1垣t）伊t。由于在临界点时，F1=F2，故有：X原X衣（1垣

3%）伊3%=Y原Y衣（1垣t）伊t，最终推导出：Y/X=0.970 9垣0.970 9t，

这就是我们所求的临界点。

根据此临界点，可得到如下结论：淤当 Y/X=（1垣t）/1.03

时，物资采购对象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无税负差

别；于当 F1约F2即 Y/X跃（1垣t）/1.03时，应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为物资采购对象；盂当 F1跃F2即 Y/X约（1垣t）/1.03时，应选择

一般纳税人为物资采购对象。

四、农业产品加工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根据增值税法规，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如果再将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如将蔬菜加工成蔬

菜罐头，则不属于免税的范围。而对于将农业产品进行深加工

的一般纳税人企业，销售粮食、食用植物油时增值税税率为

13%，如销售面粉、饺子皮、馄饨皮、面皮、米粉等。对粮食、食

用植物油进行深加工则增值税税率就上升为 17%，如销售以

粮食为原料加工的速冻食品、方便面、副食品和各种熟食品

等。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是否能获得盈利？下面我们就以一个粮

食加工企业为例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假定：甲公司为从事农业产品加工的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若进行农业产品初加工，单位产品的材料成本为 C1（不

含税），其他成本和费用等为 C2，进项税税率 13%，产成品单

价为 X（含税），销项税税率 13%，单位产品的现金净流入量为

F1；若进行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单位产品的材料成本为 C3（不

含税），其他成本和费用等为 C4，进项税税率 13%，产成品单

价为 Y（含税），销项税税率 17%，单位产品的现金净流入量为

F2。两种加工模式的加工产品数量是相同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故其对企业的现金净流量没有影

响，则根据假定可得：F1=［X衣（1垣13%）原C1原C2］伊（1原25%），

F2=［Y衣（1垣17%）原C3原C4］伊（1原25%）。由于在临界点处，F1=

F2，故有：［X衣（1垣13%）原C1原C2］伊（1原25%）=［Y衣（1垣17%）原

C3原C4］伊（1原25%），最终可得：1.13Y原1.17X=1.322 1伊（C3垣C4原

C1原C2）。

由此可得如下结论：淤1.13Y原1.17X=1.322 1伊（C3垣C4原

C1原C2）时，农业产品初加工和深加工无差别；于当 F1约 F2即

1.13Y原1.17X跃1.322 1伊（C3垣C4原C1原C2）时，进行农业产品深

加工更有利；盂当 F1跃F2即 1.13Y原1.17X约1.322 1伊（C3垣C4原

C1原C2）时，农业产品进行初加工更有利。

五、固定资产购买或租赁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根据增值税法规，固定资产购进除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非正常损失的购进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等特殊情况外，

进项税额允许抵扣，而如租用其他单位的固定资产，则没有进

项税。考虑增值税的影响，如需要固定资产，购进和租赁方案

哪个更优？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相关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我们假定：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现公司需增加固

定资产。购买固定资产销售，含税价为 Y，该固定资产使用年

限为 n年，该方案的现金净流出为 F1；如租赁固定资产，每年

租金为 X，该方案的现金净流出为 F2。增值税税率为 17%，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其他费用、税金、资金时间价值不考虑。

根据上述假定，F1=［Y原Y衣（1垣17%）伊17%］伊（1原25%），

F2=nX伊（1原25%）。由于在临界点时 F1=F2，故有：［Y原Y衣（1垣

17%）伊17%］伊（1原25%）=nX伊（1原25%），化简可得：Y/X=1.17n。

由此可得如下结论：淤当 Y/X=1.17n时，购买和租赁固

定资产无差别；于当 F1约F2即 Y/X约1.17n时，购买固定资产

更优；盂当 F1跃F2即 Y/X跃1.17n时，租赁固定资产更优。

六、固定资产出售或出租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企业闲置的固定资产可以出售，也可以出租。对于闲置的

固定资产如销售，如果已抵扣了进项税额，则照常计算销项税

额；但如果出租，则只需缴纳营业税，但需根据固定资产的不

含税净值转出进项税额。如固定资产闲置，销售和出租方案哪

个更优？下文就来分析相关的纳税筹划临界点。

我们假定：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现公司有闲置的

固定资产，该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为 n年，固定资产的净值为

P0，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进行了抵扣。如出售该资产，含税售

价为 Y（假定不含税售价低于 P0），该方案的现金净流入为

F1；如出租该资产，年租金净收入为 X，该方案的现金净流入

为 F2。增值税税率为 17%，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出租营业

税税率为 5%，其他费用、税金、资金时间价值不考虑。

根据假定得知，由于固定资产的不含税售价低于净值，所

以出售资产不涉及企业所得税，故 F1=Y原Y衣（1垣17%）伊17%；

出租固定资产时，应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P0伊17%，出租固

定资产的年折旧=P0/n，每年的折旧抵税=（P0/n）伊25%，故F2=

nX伊（1原5%）伊（1原25%）垣（P0/n）伊25%原P0伊17%。由于在临界

点时，F1=F2，故有：Y原Y衣（1垣17%）伊17%= nX伊（1原5%）伊（1原25%）

垣（P0/n）伊25%原P0伊17%，化简可得：Y原0.833 6nX=0.292 5P0/

n原0.198 9P0。

于是可得到如下结论：淤当 Y原0.833 6nX=0.292 5P0/n原0.

198 9P0时，出售和出租固定资产无差别；于当 F1跃F2即 Y原0.

833 6nX跃0.292 5P0/n原0.198 9P0时，出售固定资产更优；盂当

F1约F2即 Y原0.833 6nX约0.292 5P0/n原0.198 9P0时，出租固定

资产更优。

七、结束语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纳税筹划临界点分析一般是基于

一定的假设条件，如企业只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不考虑

其他小税种；不考虑纳税筹划方案转换的难度及成本；纳税筹

划方案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税负、税后利润或现金净流量的大

小等。

纳税人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

地利用纳税筹划临界点，以降低税负或增加税后利润、现金净

流量。

【注】 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

学者项目经费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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