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博学·财政学系列

税收筹划教程

主 编 姚林香 席卫群
副主编 万 莹 伍 红



主 编 简 介

姚林香，女，1965 年 1 月生，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江西省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
高校教学名师。兼任江西省税务学会理事、江西省地方税
务研究会理事、江西省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
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在《财政研究》、《税务研究》、《改
革》等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 40 余篇; 出版专著 2 部; 主编、
副主编、参编教材 10 余部; 主持国家级课题 1 项，主持省部
级课题 8 项，副主持、参加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

席卫群，女，1970 年 4 月生，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江西省高校中青
年学科带头人。近年来先后在《税务研究》、《经济评论》、
《涉外税务》、《税务与经济》、《财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
文 40 多篇; 出版专著 2 部，主编教材 3 部，副主编教材 2 部，
参编教材 3 部，其中作为主编之一编写的《比较税制》获江
西省普通高校第二届优秀教材一等奖; 参加课题 8 项，其中
作为组长主持省级课题 3 项，作为副组长完成省级以上课
题2 项。



内 容 提 要

本书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实
际，吸收近年来税收筹划研究的最新成果，全面阐述了税收
筹划的理论和实务，内容新颖，体例独特，案例丰富，实用
性强。

全书共分八章: 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 税收筹划的方法
和流程;流转税的税收筹划; 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其他税种
的税收筹划;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 跨国税收筹划; 税
收筹划综合案例。



前 言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对其涉税事项的预先安排，以非违法性
为基本特点，以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延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标的理财

活动。税收筹划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还是鲜为人知的，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开始参

与全球化的经济运行，税收筹划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了解并加以实

践。在我国税收法制日臻完善的情况下，税收筹划已成为企业的必然

选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我们相信，随着依法治税的理
念和依法纳税的观念不断加强，税收筹划作为中国税收法制完善的助

推器，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本书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实际，吸收近年

来税收筹划研究的最新成果，全面阐述了税收筹划的理论和实务，内容
新颖，体例独特，案例丰富，实用性强。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第一，

内容全面系统。既介绍了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方法及流程，又介绍了

现行税种的税收筹划、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及跨国税收筹划，使读

者能够完整地掌握税收筹划的整体思路。第二，案例自始至终贯穿本
教材。既有涉及各税种及企业生命周期各环节的个案，又有涉及多方

面内容的综合案例，使读者能够较快地掌握税收筹划的内容和方法，并

将之运用到实践中。第三，体例安排上有所创新。每章首先有引言，内

容撰写中链接案例，再附每章小结和练习题，使读者能够准确把握每章
的知识要点，并通过练习加以巩固。

本书适应税收筹划教学的需要，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教材使用，同时

可作为财税部门、企业、各类经济实体的培训教材以及财税干部、财务

人员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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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

税收筹划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章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
论，以期对税收筹划的概念、税收筹划的目标、税收筹划的原则、税收筹
划的特点、税收筹划的作用等进行总体把握，从而为分税种进行税收筹
划、分不同财务活动进行税收筹划打好基础。

第一节 税收筹划的产生与发展

税收筹划行为的产生与税收分配活动紧密相连，伴随着税收的产
生而产生。国家强制、无偿地向纳税人征税，表现为纳税人经济利益的
直接减少。可以说，只要存在税收，纳税人就会有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
的动机，具体表现为违法的偷逃税和非违法的税收筹划。

有人认为，我国税收筹划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社会。在井田制
下，私田不缴纳赋税，奴隶主强迫奴隶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形成私
田，即是我国古代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范例; 公元前 594 年春秋时
期鲁国实行初税亩，规定无论公田还是私田一律履亩征税，则可以看
作是反避税的成功典范①。我国唐代诗人杜荀鹤“任是深山更深处，
也应无计避征徭”的诗句，虽然反映的是封建社会苛捐杂税的繁重，
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纳税人的避税动机与税收筹划的客
观存在。

在西方，英国 1696 年开征窗户税，也曾经有过典型的税收筹划。
根据当时的法令规定，凡房屋有窗户 10 个以下者，课税 2 先令; 有窗
10 个至 20 个者，课税 6 先令; 有窗 20 个以上者，课税 10 先令。纳税人

① 倪俊喜著: 《税收筹划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为逃避纳税，有的将“明窗”改作“暗窗”，有的房屋上少设或不设
窗户①。

但是，将税收筹划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明确税收筹划是纳
税人一项权利的观点，则应上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一则判例。
1935 年英国上议院在审理“税务局长诉温森特大公”一案时，议员汤姆
林爵士提出了纳税筹划的观点。他指出: “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
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
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此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的税收判
例经常援引这一判例的原则精神。1947 年，美国法官汉德在一个美国
税务案件中也有如下一段作为美国税收筹划法律依据的话: “法院一
直认为，人们安排自己的活动以达到低税负目的，是不可指责的。每个
人都可以这样做，不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而且这样做是完全正当
的，因为他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收。税收是强制课征，而
不是自愿捐献，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纯粹是奢谈。”②

一般认为，税收筹划和对税收筹划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才真正开始的。成立于 1959 年的欧洲税务联合会明确提出税务专家
是以税务咨询为中心开展税务服务，是一种独立于代理业务的新业务，
这种业务的主要内容就是税收筹划。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税收筹
划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税收筹划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介绍到我国后，得到很快的发
展③。1994 年税务专家唐腾翔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税收筹划专著———
《税收筹划》; 1996 年《注册税务师资格暂行规定》颁发，规定了注册税
务师的代理范围，为税收筹划发展提供了可能; 1999 年《中国税务报》
开始推出《纳税筹划》周刊，向社会宣传介绍税收筹划业务; 2001 年《税
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税
收维权意识明显增强，税收筹划逐渐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财活
动。自此，各种税收筹划书籍相继问世并在书店热销，财经类高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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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石坚、袁毅、郭蕴芳等编著: 《财产税万花筒》，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一版。
盖地著: 《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二版。
倪俊喜著: 《税收筹划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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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税收筹划专业本科学科，税收筹划课程成为高校财税专业与财会
专业的热门课程。目前，税收筹划在我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处于方兴未
艾的兴盛阶段。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国际
税收筹划将明显增多，而随着税收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反避税力度的
加大，人们对税收筹划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社会中介机构在税收筹划
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税收筹划的概念与分类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

税收筹划又称税务筹划、纳税筹划，是根据英文 tax planning 一词
意译而来的。作为一个外来词，国外专家学者对税收筹划有过以下
界定①: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在《国际税收词汇》中将税收筹划表述为:
“税收筹划是使私人的经营及私人事务缴纳尽可能少的税收的安排。”

印度税务专家 N． G．雅萨斯威在《个人投资和税收筹划》中将税收
筹划界定为: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财务活动的安排，以充分利用税
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从而获得最大的税收
利益。”

美国南加州大学 W． B． 梅格斯、R． F． 梅格斯合著的《会计学》指
出: “人们合理而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尽可能低的
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税务筹划”; “在纳税发生之前，系统
地对企业经营或投资行为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尽量地少缴所得税，这
个过程就是税务筹划。”

税收筹划传入我国后，专家学者出版的大量税收筹划教材、专著
都对税收筹划或税务筹划、纳税筹划进行了界定。有代表性的观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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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腾翔将税收筹划限定于节税，认为“税收筹划指的是在法律规
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
能地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①

盖地借鉴税务会计与税收会计的界定方法，主张对纳税人的纳税
筹划使用“税务筹划”概念，并将税务筹划范围界定为节税、避税和税
负转嫁。其对税务筹划给出如下定义: “税务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
及的税境，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以规避涉税风险，控制或减
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与安排。狭义的税务筹
划仅指节税，广义的税务筹划既包括节税，又包括避税，还包括税负
转嫁。”②

张中秀采用“纳税筹划”这一概念，并将税收筹划的范围进一步拓
宽，认为“纳税筹划应包括一切采用合法和非违法手段进行的纳税方
面的策划和有利于纳税人的财务安排，主要包括节税筹划、避税筹划、
转退税筹划和实现涉税零风险。”③

倪俊喜认为税收筹划包括征税筹划和纳税筹划，是对税收立法、税
收执法、税收司法进行筹划，达到国家税收预期目的，通过对融资、投
资、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进行事前计划和安排，实现纳税人税收负担
最小化的理财活动④。

从中外学者对税收筹划给出的定义可知，税收筹划的内涵相近、外
延有别。一般而言，税收筹划的概念包括以下几层含义。其一，税收筹
划的主体是纳税人。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税收筹划是以纳税人为筹
划主体的理财活动，而不将征税部门作为税收筹划主体，不主张将税务
部门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界定为税收筹划。其二，税收筹划是
以非违法为原则开展的涉税理财活动。尽管有一些学者将税收筹划狭
义地界定为合法的节税，但从各类税收筹划的教材、专著所阐述的税收
筹划内容来看，普遍包括非违法的避税筹划内容，而非完全限于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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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税筹划。另外，尽管出于税收筹划概念的完整性考虑，近年来不少教
材采用广义的税收筹划概念，将税收筹划的外延从节税、避税拓展到税
负转嫁、涉税零风险，但绝大多数教材真正介绍税收筹划的方式方法
时，仍然只是介绍节税和避税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并不真正把税
负转嫁和涉税零风险作为税收筹划的内容;换言之，税负转嫁和涉税零
风险只是作为税收筹划理论研究有其名，在具体筹划操作中少其实。
其三，税收筹划具有明确的筹划目标。税收筹划的主要目标是减轻或
免除税收负担、延期缴纳税款，以及规避涉税风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对其涉税事项的预
先安排，以非违法性为基本特点，以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延期缴纳税
款为主要目标的理财活动。狭义的税收筹划指合法的节税和非违法的
避税，广义的税收筹划还包括税负转嫁和涉税零风险。

节税，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当存在多种税收政策、计税方法可
供选择时，纳税人以税负最低为目的，对企业经营、投资、筹资等经济活
动进行的涉税选择行为。节税完全合法，具有顺法性特征，符合税收立
法意图。常见的节税方式主要有二: 其一是利用税收的照顾性政策、
鼓励性政策，最大限度地享用税收优惠条款，从而达到减少纳税的目
的; 其二是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选择不同的会计方法、会计政
策，作出有利于纳税人的涉税决策，合法地减轻税收负担或者延期缴纳
税款。

避税，是指纳税人在熟知相关税收法规的基础上，在不直接触犯税
法的前提下，利用税法等有关法律的差异、疏漏、模糊之处，通过对经营
活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等涉税事项的精心安排，达到规避或减轻税
负的行为。避税可分为利用选择性条款避税、利用伸缩性条款避税、利
用不明晰条款避税、利用矛盾性条款避税。避税不是纳税人对法定义
务的抵制和对抗，而是根据“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的原则进行选择
和决策，通常是利用税法本身的纰漏和缺陷，采取非违法的手段来达到
规避纳税或少纳税款的目的，具有非违法性特征。

税负转嫁是指纳税人为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通过价格的调整和
变动，将税负转嫁给他人承担的经济行为。税负转嫁包括前转、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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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转、税收资本化等形式。前转，又称顺转，指纳税人将其所应缴纳的
税款通过提高售价的办法，转移给购买者或最终消费者负担。后转，又
称逆转，指纳税人将其所应缴纳的税款通过降低购买价格的办法，转移
给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负担。混转，也称散转，指通过提高货物销
售价格将一部分税负前转，与此同时，通过压低采购成本将一部分税负
后转。税收资本化，即税收还原，指土地、债券等生产要素购买者将购
买生产要素未来要缴纳的税款，通过从购进价格中预先扣除，以压低购
买价格的方法，向后转嫁给出售者。之所以将税负转嫁看作是一种税
收筹划，是由于通过提价销售或压价购进进行税负转嫁的决策与减轻
或免除实际税收负担直接相关。但是，购销定价考虑税收因素是市场
经济体制的一种常态，无论征税与否、征税税率高低，价格主要取决于
供求均衡状况，并不是税负转嫁者一方所能决定的，而且，就涉税事项
而言，税负转嫁并不改变纳税人本身的纳税义务。因此，将税负转嫁看
作是税收筹划或多或少有些勉强。

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在缴纳税款的过程中，正确进行税收操
作，做到会计账目清楚、成本核算准确、纳税申报正确、税款缴纳及时，
以避免税务行政的各种处罚，即“在税收方面没有任何风险，或风险很
小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状态”①。相对于通过合法利用税收法规直接
减轻税负的积极性节税而言，涉税零风险的实质是一种消极性节税方
式，即纳税人尽量减少疏忽或错误，以避免因行为不符合税法的规定而
遭受处罚或缴纳本可不必缴纳的税款。涉税零风险的意义在于避免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避免不必要的名誉损失，减轻纳税人担心受罚的精神
成本。尽管实践中纳税人由于不熟悉税收法规而多缴税款或由于非故
意的漏税而遭受税务处罚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严格来说，会计核算
准确、及时足额申报缴税是纳税人正确办税的基本要求，是否将正确办
税当作是一种税收筹划还有待商榷。

二、税收筹划的分类

税收筹划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有八种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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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企业税收筹划与个人税收筹划
按税收筹划的主体分类，税收筹划可分为企业税收筹划与个人税

收筹划。企业税收筹划是指通过对企业的投资、筹资、经营及其他涉税
经济业务的合理安排而进行的税收筹划。个人税收筹划是指通过对个
人涉税经济业务的合理安排而进行的税收筹划。

( 二) 国内税收筹划与国际税收筹划
按税收筹划是否跨越国境分类，税收筹划可分为国内税收筹划与

国际税收筹划。国内税收筹划是指对纳税人在本国境内相关涉税经济
业务而开展的税收筹划。国际税收筹划是指对纳税人跨国投资、经营
或其他跨国经济活动而开展的税收筹划。

( 三) 一般税收筹划与特别税收筹划
按税收筹划是否针对特别税务事件分类，税收筹划可分为一般

税收筹划与特别税收筹划。一般税收筹划是指就纳税人在一般情况
下的投资、筹资、经营及其他涉税经济业务而开展的税收筹划。特别
税收筹划是指仅针对企业合并、收购、分立、清算等企业的特别税务
事件或个人财产捐赠、个人财产遗赠等个人的特别税务事件而进行
的税收筹划。

( 四) 绝对收益税收筹划与相对收益税收筹划
按税收筹划的筹划效果分类，税收筹划可分为绝对收益税收筹划

与相对收益税收筹划。绝对收益税收筹划是指以纳税人纳税总额绝对
减少为筹划目标的税收筹划。相对收益税收筹划是指通过税收筹划，
纳税人一定时期内的纳税总额并没有减少，但其纳税义务递延到以后
的纳税期实现，因而取得了递延纳税额的货币时间价值，获得相对的税
收筹划收益。

( 五) 技术派税收筹划与实用派税收筹划
按税收筹划采用的技术方法分类，税收筹划可分为技术派税收筹

划和实用派税收筹划。技术派税收筹划是指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税收筹
划，往往广泛地采用财务分析技术，包括采用复杂的现代财务原理和技
术来对纳税人涉税经济业务进行税收筹划。实用派税收筹划是指采用
简单、直观、实用的方法来进行的税收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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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政策派税收筹划与漏洞派税收筹划
按税收筹划采用减轻纳税人税负的手段分类，税收筹划可分为政

策派税收筹划与漏洞派税收筹划。政策派税收筹划主要通过用足用好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或者税法认可的会计政策进行合法的节税。漏洞派
税收筹划则是通过利用现行税收政策法规的纰漏与缺陷而进行的非违
法的避税。

( 七) 短期税收筹划与长期税收筹划
按税收筹划期限长短分类，税收筹划可分为短期税收筹划和长期

税收筹划。短期税收筹划往往是着眼于筹划当年见效而进行的税收筹
划。长期税收筹划则是着眼于获取长期税收利益而开展的税收筹划，
如一些企业大型购并方案的筹划就往往需要考虑以后若干年的税收负
担问题。

( 八) 内部税收筹划与外部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按纳税人内部人员还是外部人员承担分类，可以分为内

部税收筹划与外部税收筹划。内部税收筹划是指企业财会人员自身开
展的税收筹划。外部税收筹划则是借助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
等社会中介机构而开展的税收筹划。税收筹划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业
务，对于一些企业规模大、经济业务复杂、涉及重大涉税经济利益的业
务，委托税收筹划经验丰富的专业中介机构进行税收筹划，会获得较好
的筹划效果。

第三节 税收筹划的动因与目标

一、税收筹划的动因

( 一) 税收筹划的内部动机
纳税人之所以有税收筹划的动机，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企业盈亏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存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纳税人的
经济利益关系主要体现为税收的征缴，税收负担高低直接影响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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