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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公司税收筹划优化方案

【摘要】：盛夏公司通过对自身资产情况的调查，发现公司虽然近几年收入在不断增

加，但利润增长却不明显。所以盛夏公司希望在遵循税法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筹划有效地

规划和设计盛夏公司的税收项目，减轻本公司的交纳税费的负担，同时利润也可以得到

不断提升。资金有时间价值的，很好地利用资金的时间价值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

所以盛夏公司希望通过一定方式、手段，将本期应纳税款推迟到下一年度甚至以后的年

度进行缴纳，从而利用这一延迟缴纳的税款去进行投资从而可以获得投资的收益。

【关键词】：盛夏公司；税收筹划；方案设计

一、企业基本情况

盛夏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注册成本为 200 万元，位于广东省珠海市

斗门区，是一家开发、生产、销售的低档化妆品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是生

产、销售化妆品、护肤品、洗涤剂、牙膏、卫生用品等产品。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

各行各业都快速发展起来，盛夏公司在轻工业企业中发展尤为迅速，近几年来规模在不

断扩大，销售业务也发展的越来越广阔，收入不断增长，但企业缴纳的税款在不断增

加，从而导致利润盛夏公司利润增长不明显。

（一）纳税种类

表 1：纳税种类

纳税种类： 税率：

城市建设维护税： 7%

教育及附加费： 3%

增值税： 13%

企业所得税： 25%

（二）纳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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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纳税现状及分析

从 2017-2019 年盛夏公司两年税款缴纳情况如下表 2所示：

表 2：盛夏公司两年税款缴纳情况

单位：万元



2018 年 2019 年

增值税

缴纳的税款
各税种在收入中

所占比率
缴纳的税款

各税种在收入中所

占比率

34.35 38.45% 42.51 42.34%

建设维护

税
2.40 8.64% 2.98 11.792%

教育及附

加费
1.03 5.17% 1.28 8.92%

企业所得

税
29.79 10.45% 31.45 13.68%

个人所得

税
5.45 4.56% 6.43 5.22%

合计 73.021 84.6

从表 2可以看出：2018 年到 2019 年的缴税情况发现如下几个问题：

（一）盛夏公司不合理的结算方式导致增值税缴纳过多

盛夏公司在 2019 年前销售货物采用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的销售结算方式。根据税

法，如果盛夏公司的货物是通过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出售的，当货物一旦发出并完成收

款程序，就要确认销售收入及交纳销售货物的增值税。但是，盛夏公司却尚未收到货

款，导致盛夏公司多缴纳税款，丢失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二）盛夏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没有进行税收筹划

盛夏公司在 2019 年之前对购进的固定资产采取的折旧方法都是年限平均法，盛夏公

司的财务人员没有很好地利用折旧可以抵税的政策来达到节税的目的。

（三）发生的研发费用没有进行税收筹划

盛夏公司研究费用由于明细科目没有设置清楚，导致税务局不允许加计扣除，没有

最大限度的实现节税目标。

三、盛夏公司税收筹划优化设计

（一）对盛夏公司增值税进行税收筹划优化设计

盛夏公司在销售货物时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结算方式，及约定明确的收款时间，来

控制缴纳税费发生的时间，从而为企业获取时间价值。这样盛夏公司能够充分利用这笔



税款去进行投资获得收益，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公司的利润得到明显的增长。

盛夏公司目前已签订三笔销售合同，其中包括有：与华清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在

合同中约定的货款为 150 万元（不含税）；与伊美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在合同中约定

货款为 300 万元（不含税）；与原白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在合同中约定货款为 300 万

元（不含税），三笔销售合同的货款共计 750 万元。其中与华清公司化妆品合同中约定

的 150 万元货款在货物发出的当天就已收到，然而与伊美公司和原白公司的货物已经发

出但尚未收到货款。

如果盛夏公司销售货物采用原来的直接收款方式，那么本期应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为 750×13%=97.50（万元）

但是由于伊美公司和原白公司没有按时支付货款，所以盛夏公司对伊美公司和原白

公司的销售合同采取分期结算的收款方式，并且在销售合同中写明分期收款结算的具体

时间。那么本期只需要增值税销项税额=150×13%=19.50（万元）

97.50-19.50=78（万元）

由此可见，采用分期收款方式本期缴纳的税款要比采用直接收款方式交纳的税款少

交纳 78 万元。

表 3：2019 年对盛夏公司结算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后对比表

销售结算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前 销售结算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后

采用直接收款方式交纳的增值税额为 97.50

万元

采用分期收款方式交纳的增值税额为 19.50

万元。比采用直接收款方式交纳的税款少 78

万元（97.50-19.50=78 万元）

（二）对盛夏公司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税收筹划优化

对于盛夏公司来说，固定资产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一开始会给公司带来比较多的经济

利益，然而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给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就会慢慢的呈下降趋势。在固

定资产给公司创造最大效益的时期采用加速折旧法，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就可以将折

旧通过制造费用转入产品成本中，使盛夏公司实现的收入与产生的成本形成配比，实现

较合理的利润（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由此，盛夏公司可以减少交纳企业所得税。

盛夏公司从 2018 年到 2019 年之间购买的固定资产，一直采用的折旧方法是年限平



均法。盛夏公司若要达到少交所得税的目的，可以选择加速折旧法来进行所得税的筹

划。

公司目前使用的固定资产如表 4所示：

表 4：固定资产明细表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名

称

使用部

门
使用日期

使用寿命

（年）
折旧方法 原值 年折旧额

厂房 生产部 2017.01 25 年限平均法 250.00 10.00

生产线 生产部 2017.01 10 年限平均法 130.00 13.00

膏体灌装机

器
生产部 2017.01 10 年限平均法 120.00 12.00

自动化乳化

生产线
生产部 2017.01 10 年限平均法 150.00 15.00

无菌储罐 生产部 2017. 01 10 年限平均法 110.00 11.00

空调 管理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20 0.24

电脑 管理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00 0.20

打印机 管理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20 0.24

空调 销售部 2017.01 5 年限平均法 1.20 0.24

电脑 销售部 2017.01 5 年限平均法 0.70 0.14

空调 财务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20 0.24

电脑 财务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00 0.20

合计 62.50

但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更新换代较快并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下的固定资

产可以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而盛夏公司的膏体灌装机器、自动化乳化生产线、等设备

正好符合以上固定资产类型。

符合缩短年限折旧法的固定资产时，折旧额如表 5所示：

表 5：固定资产明细表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名

称
使用部门 使用日期 使用寿命 折旧方法 原值

年折旧

额

厂房 生产部 2017.01 25 年限平均法 250.00 10.00

生产线 生产部 2017.01 10 年限平均法 130.00 13.00



膏体灌装机

器
生产部 2017.01 6

缩短年限折旧

法
120.00 20.00

自动化乳化

生产线
生产部 2017.01 6

缩短年限折旧

法
150.00 25.00

无菌储罐 生产部 2017.01 6
缩短年限折旧

法
110.00 18.33

空调 管理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20 0.24

电脑 管理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00 0.20

打印机 管理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20 0.24

空调 销售部 2017.01 5 年限平均法 1.20 0.24

电脑 销售部 2017.01 5 年限平均法 0.70 0.14

空调 财务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20 0.24

电脑 财务部 2017. 01 5 年限平均法 1.00 0.20

合计 87.83

采用缩短年限折旧法，固定资产折旧额从 62.50 万元增加至 87.83 万元，调减应纳

税所得额为 87.83 万元，减少所得税 21.96 万元（87.83×25%）。

表 6：2019 年对盛夏公司固定资产折旧税收筹划前后对比表

盛夏公司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税收筹划前 盛夏公司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税收筹划后

采用年限平均法，固定资产折旧额是

62.50 万元，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为 62.50

万元，减少所得税 15.63（62.50×

25%）。

符合缩短年限折旧法的固定资产采用缩短

年限折旧法后，总固定资产折旧额从

62.50 万元增加至 87.83 万元，可以调减

应纳税所得额为 87.83 万元，减少所得税

21.96 万元（87.83×25%）。

（三）对盛夏公司研发费用进行税收筹划优化

在通过调查盛夏公司所申请的三个项目，发现由于研发费用支出界定的不明确和相

关凭证发票的不规范，并且研发费用也没有按项目进行会计核算，使得无法分清材料成

本的 80 万元是属于资本化的支出还是属于费用化的支出，所以对于这 80 万元税务局是

不允许加计扣除的。



从表 7 可以得知，盛夏公司可以加计扣除的费用主要是针对新产品研发人员的工资

费用和五险、直接投入材料和按项目固定资产分摊的折旧。

表 7：研发项目

单位：万元

科目
美白去黄牙膏新产

品研究项目

烟酰胺水乳新产

品开发项目

花露飘香洗涤

剂项目
合计

内部研究开发投入额 110.40 156.00 107.00 373.40

其中：人员人工 55.00 88.00 40.00 183.00

直接投入 42.00 45.00 55.00 142.00

折旧费与长期费用摊

销
13.40 23.00 12.00 48.40

设计费

设备调试费

无形资产摊销

其他费用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投

入额

其中：境内的外部研

发投入额

研究开发投入额

（内、外部）小计
110.40 156.00 107.00 373.40

盛夏公司新产品的项目研发费用一直在管理费用二级明细下计算，即管理费用-研发

费用-工资、人员费用、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为了便于扣除研发费用，建议将“研发

费用”设置为第一级科目，将费用化和资本化设置为“研发费用”的二级科目，再设置

三级明细科目进行详细划分，具体划分情况如下表 8所示：

表 8：科目设置

三级科目 归集内容

工资
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本企业在职人员的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及年终

奖等

人员费用
研发人员日常发生五险一金，差旅费，劳保费和外聘顾问专家人员的劳务

费用

材料 与研发活动相关的直接材料、半成品，燃料和动力费用

折旧费 计提专门用于研发项日支出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注意定要分项目核算

摊销费 研发项目专用软件，无形资产的摊销费



中试费 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使用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费

检验费
工艺装备开发制造费，设备调整检验费,试制产品检验费，研发结果的论

证、鉴定、评审、验收费等

资料费 技术使用的图书资料费、研发项目资料翻译费

教育经费 研发人员培训费申请专利费

专利费 申请专利费

租赁费 用于研发活动的除仪器设备外的房屋等固定资产的租赁费等

其他 研发活动发生的会议费、办公费、劳保用品

通过上述明细科目的设置和有关凭证发票的合理保管，使得研发费用支出的界定变

得明确，同时研发费用也得到了规范的方式进行会计核算。根据税法规定，费用化的研

发支出可以在当年一次性扣除，但是资本化的研发支出最后是要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中

的，所以在时间上，费用化的研发支出比资本化支出更具有优势。盛夏公司应当尽可能

的将研发支出费用化，最后等到期末时将“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的余额转移到管

理费用科目当中，即“管理费用-研发费用”来结转损益，就可以明确核算研发项目的明

细账。 通过以上账户明细设置，盛夏公司解决了今年因项目核算不明确而无法扣除的材

料成本问题。同时税法还规定，符合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可以在税前 75%加计扣除，因此预

计减少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60 万元（80×75%）减少所得税 15 万元（60×25%）。

表 9：2019 年对盛夏公司研发费用税收筹划前后对比表

盛夏公司研发费用进行税收筹划前 盛夏公司研发费用进行税收筹划后

在税收筹划前，盛夏公司有 80 万元的研发

费用没有进行加计扣除。

盛夏公司解决了今年因项目核算不明确而无

法扣除的材料成本问题，因此预计减少的应

纳税所得额为 60 万元（80×75%）减少所得

税 15 万元（60×25%）。



四、结论

本设计我从结算方式和固定资产、研发费用三个方面进行税收筹划优化。根据盛夏

公司目前的基本状况我提出了优化设计，1、将原本盛夏公司销售货物收不到货款的增值

税进行了分期收款，从而达到延期纳税的目的。2、因为盛夏公司在 2018 年到 2019 年的

固定资产折旧全部都采用的年限平均法，它不符合会计谨慎原则，也没有最大程度的发

挥节税的作用。所以在本优化设计中，我对于符合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采用缩短年限

法，它不仅仅符合会计谨慎性的原则，还能够在 6 年内将固定资产的价值通过每期分

摊，逐渐转移到产品成本中，使盛夏公司获得由于减少交纳的税费而带来的收益，相当

于为盛夏公司获得无息贷款。 3、盛夏公司在年初的研发费用因为核算项目不清晰而未

能加计扣除的材料费在通过重新设置新的明细科目后，以达到减税的目的。

本设计是在 2019 年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税收筹划优化，这个税收筹划优化设计在

2020 年还未进行具体的实施，预期盛夏公司 2021 年可实行该税收筹划优化设计。由于每

一年会计政策和税法要求都会不断更新，所以每年必须要利用最新的税法和规定来对税

收筹划进行补充和更新。

参考文献：

[1]罗萍.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筹划问题研究[J].企业科技与发

展,2019(08)

[2]崔佳楠.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以潞安环能为例[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11)

[3]徐如亮.对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策略分析[J].纳税,2019(24)

[4]周瑞琪,廖治宇.浅析环保企业税收筹划分析与设计——以 H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J].经济研究导刊,2019(23)

[5]姚本元.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问题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9(22)

[6]陈虹.企业所得税税务筹划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J].财会学习,2019(09)


	盛夏公司税收筹划优化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纳税种类 
	（二）纳税方法

	二、企业纳税现状及分析
	   单位：万元
	（一）盛夏公司不合理的结算方式导致增值税缴纳过多
	（二）盛夏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没有进行税收筹划
	（三）发生的研发费用没有进行税收筹划

	三、盛夏公司税收筹划优化设计
	（一）对盛夏公司增值税进行税收筹划优化设计
	（二）对盛夏公司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税收筹划优化
	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三）对盛夏公司研发费用进行税收筹划优化
	                        单位：万元

	四、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