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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tax policy on production and sale of liquo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heavy burden of consumption tax on liquor companies, in which tax planning is urgently 
needed.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umption tax planning in liquor enter-
prises by means of investigation, reasoning and comparison;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onsumption tax planning;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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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照国家有关白酒生产销售的消费税政策，结合制酒企业消费税负担较重迫切需要纳税筹划的客观实际，

采用调查研究、判断推理、对比分析等方法，阐述了白酒企业消费税筹划的现状，剖析了消费税筹划存

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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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税是白酒企业缴纳的重要税种，其税负较增值税重得多。假设以 5850 元价格销售一吨白酒，需

计提 850 元(5850 ÷ 1.17 × 0.17)的销项增值税，抵扣进项税后仅需支付 200 元左右增值税额；但从价消费

税和从量消费税合计却需要缴纳 2000 元(5000 × 20% + 2000 × 0.5)，相当于增值税负的近十倍。可见，白

酒企业消费税筹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消费税纳税筹划现状与问题 

2.1. 白酒企业消费税纳税筹划现状 

1) 委托小酒厂生产白酒对外销售业务 
多数制酒企业都认为，把白酒委托给小酒厂生产时，其计税依据就是小酒厂当期同类生产产品的计

税依据，并由小酒厂代收代缴。接受委托加工的小酒厂本身厂房、生产线处于闲置状态，容易造成资产

贬值以及人员流失。因此，小酒厂可用收取的加工费来垫付材料费或为职工发放工资等。制酒企业在选

择代为加工时，其支付的加工费不包含本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并且也不需要全员上班，为其节省了期

间费用；同时，由于小酒厂规模小，以生产中低档白酒为主，其产品的平均计税价格一定会比制酒企业

低，而小酒厂与制酒企业之间存在的计税价格的差额是不需要缴纳消费税的，同时小酒厂收取的加工费

也会偏低。制酒企业在以低于自身成本的情况下选择委托加工，扩大了其利润空间。最终使其代扣代缴

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降低，令纳税人获取更大的利益，达到了减轻税负的目的。 
2) 设立独立门市部销售白酒的价格转移 
制酒企业在以往的消费税纳税筹划中，大都通过设立销售部来节税。当被税务机关查处，补齐了应

缴纳的税款，并按照偷税漏税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后，才认识到纳税筹划的失败风险，于是吸取了教训。

一些酒业公司采取由原设的销售部改为成立单独的销售公司，由销售经理和业务员共同筹资组建了白酒

销售分公司。从而节约了营销管理的成本，扩大了企业的收益。销售分公司不仅包销制酒企业的产品，

同时还为其拓宽了销售其他企业白酒产品的门路，增加了其收益。目前，销售分公司由原先向制酒企业

索取资金，变成了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反而给制酒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利润。如今，制酒企业依据白酒

的成本价把产品销售给销售分公司，但在与销售分公司签订的协议价格是高于制酒企业的账面价格的，

账面价格与协议价格形成的价差由销售分公司为制酒企业代为支付材料费、包装费、水电费等直接和间

接费用。如今的筹划方案不但为制酒企业降低了消费税的税负，而且还减轻了其支出负担，使企业实现

了财务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3) 销售结算与会计核算进行消费税筹划 
由于不同结算方式下的销售及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均不一样，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严格的把

握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征税对象及范围。制酒企业销售的产品既有粮食白酒又有绿康含肽蛋白康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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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此时采取经营主张，在生产粮食白酒的过程中可以掺入一定量的康复酒，依照康复酒的计税价格(从
价 10%)缴纳消费税。若企业无法干预经营，可以在会计核算的环节上进行筹划，在白酒销售总价不变的

情况下实行“价量转换”。也就是说，当企业销售 200 斤白酒，每斤以 10 元售出时，在销售总价为 2000
元不变的情况下，会计进行核算时可以在账面上体现为，销售 50 斤白酒，每斤以 40 元售出。显然，通

过对会计核算环节进行筹划，在从价税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从价税的支出[1]。 

2.2. 制酒企业消费税纳税筹划存在问题 

由于制酒企业开展纳税筹划工作较晚，其筹划方案并不完善，纳税筹划措施并不具体，工作人员对

纳税筹划的意识也不强。因此，该公司消费税纳税筹划仍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 忽略纳税筹划风险 
制酒企业决策层不重视开展纳税筹划，他们十分吝惜开展纳税筹划时所需支付的筹划费用，总是要

求会计搞免费咨询，却往往因得不到可行的纳税筹划方案而是筹划落空。由于制酒企业对纳税筹划风险

的了解并不全面，无法有效的对风险进行全方面的防控。导致此次纳税筹划方案的失败，无法减轻当期

企业的消费税税负，并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2) 政策驾驭能力较差 
很多企业财会人员在日常开展消费税筹划中，不能掌握最新政策动态或对政策条款认识理解肤浅，

导致纳税筹划效果甚微，出现严重的纳税风险损失。比如国家规定除了生产黄酒、啤酒意外的酒类企业，

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不论将来是否退换，一律并入当期所包装货物销售额计算应纳消费税。有些酒

业公司会计认为，当期没有白酒销售，就表明不存在“所包装货物销售额”，因此没有对包装物押金计

税，后来被税务机关查处才后悔莫及。 
3) 忽略税源产生的生产环节筹划 
依照规定，酒类企业以外购白酒和酒精生产白酒，外购的白酒和酒精所支付的消费税不得在本环节

白酒消费税种抵扣。一些制酒企业的经营方式主要侧重于白酒的勾兑和包装，而忽略了基酒的生产，使

其不得不大量的外购或委托加工已税酒和酒精，而此环节产生的消费税是不准抵扣的，就此给企业带来

了一定的税负压力。 

3. 制酒企业公司消费税筹划建议 

3.1. 随时防范消费税纳税筹划风险 

收集企业的基本信息、历年的纳税情况、国家颁布有关消费税缴纳的政策、税务机关在的执法过程

等，对此类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企业管理人员和负责纳税筹划的财会人员要有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纳税

筹划专业技术水平和政策驾驭能力，掌握正确的筹划手段和方法，建立消费税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如

前所述的“价量转换”，会计不是建议企业高层通过销售价格政策调整实现该筹划效果，而是擅自通过

账面调整价格来完成，一旦被税务检查发现，将遭受偷税严惩。可见，纳税筹划技术风险巨大。会计应

基于节约消费税考虑向决策层提出价格调整方案，提高单位销售价格来降低销售数量，从而降低白酒产

品的从量消费税。例如，企业销售 20,000 斤白酒，每斤作价 11.7 元售出，销售总价为 23.4 万元，扣除

增值税 3.4 万元，20 万元销售额应依照 20%税率从价计消费税 4 万元，依照每市斤(500 ml) 0.5 元计征从

量消费税 1 万元。假设讲单价变为 46.8 元/市斤，则 23.4 万元销售额只需要白酒销售量 5000 斤(234,000 ÷ 
46.8)。这样，增值税额和从价消费税额均不变，但从量消费税却下降到 2500 元(5000 × 0.5)，从而节约

7500 元消费税款，节税率达到 75 个百分点。可见，纳税筹划不能是单纯会计行为，而是通过会计主张

或建议对经济活动和经营策划调整，会计按照实际业务流程核算即可取得理想的纳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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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注国家最新政策 

纳税人应随时关注国家的最新政策，依据政策实施纳税筹划，并对筹划方案随时作出调整。随时与

税务机关保持联系，了解最新的税收管理信心，掌握税收征管的特征和要则，争取税务机关的支持和帮

助。 

3.3. 设立专门的纳税筹划部门，配备专业的筹划人员 

拥有完善的纳税筹划部门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及专业技术的筹划人员是企业开展消费税纳税筹划的必

要因素。企业要想拥有完善且可行的纳税筹划方案，要求负责筹划的人员要有丰富的账务处理经验和良

好的分析能力。只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准确的账务处理做支撑，筹划部门才能从多个消费税纳税筹划方

案中选择出最适合本企业的筹划方案。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2]。 

3.4. 延长白酒生产链条减少消费税纳税环节 

由于小微制酒企业的规模并不大，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要经历采购基酒、自行勾兑、包装三个环节，

且此三个环节都要支付或缴纳消费税。因此，企业可以投资收购或兼并产业链，形成自产基酒并连续生

产白酒的封闭式产业链条，在避免重复征税的同时，扩大了企业的规模，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

应采取生产散白酒而将瓶、盒、箱等包装活动转给下游商家，由此减少非消费税业务成本对企业消费税

负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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