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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纳税支出较高的问题限制了其持续发展。因此，本文

从纳税筹划中所得税入手，就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进行了理论概述；提出了中小企业所得税筹划的

基本方法；分析了中小企业所得税筹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能帮助中小企

业做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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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
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problem of high tax expenditures limits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income tax in tax planning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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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income tax planning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t presented the basic 
methods of income tax planning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come tax planning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proposed cor-
responding solutions. The aim is to help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repare for corpo-
rate income tax and promote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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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中小企业的成长速度较快，有效推动中小

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助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方式。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税负压力大的问题，所得税

是中小企业关键税项之一，其缴纳数额的多少直接影响最终盈利情况[2]。为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我

国先后颁布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中小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但是，由于中小企

业管理层纳税筹划意识不强、纳税筹划工作人员能力不足、缺乏与税务机关的及时沟通、对大数据利用

不善、纳税筹划整体思维缺乏等，导致优惠政策并未得到充分运用，所得税缴纳压力依然较大。因此，

中小企业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系统的开展纳税筹划工作就变得尤为必要。 

2. 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概述 

2.1. 概念界定 

2.1.1. 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是指企业在合法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和优惠措施[3]，对涉税业务进行分析

和规划，以达到在合法范围内最小化纳税，提高企业税后利润的目的。 

2.1.2. 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是指在生产、经营、管理、技术等方面相对较小、规模较小、资金相对较少的企业。为了

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制定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如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减轻税

负、优化营商环境等。 

2.2. 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意义 

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不但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对国家和社会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具体

表现如下： 

2.2.1. 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开展纳税筹划是中小企业的不可避免的选择。所得税纳税筹划不仅可以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而且

随着中小企业规模的扩大，将增加中小企业的用人需求，给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达到促进

就业的作用，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中小企业从事环境保护或者资源保护事业，不仅可以享受所得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71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雨婷，孙伟艳 
 

 

DOI: 10.12677/mm.2023.137110 857 现代管理 
 

税筹划的税率优惠政策，而且还能保护社会资源。如果中小企业通过政府等机构对外捐赠金钱或者物资，

不仅能够减少一部分企业所得税额，而且能够给社会带来福利，减少政府的压力。这些中小企业纳税筹

划行为都将会推动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2.2.2. 满足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需求 
中小企业的纳税筹划贯穿始终，如果做得科学合理，将会极大地降低其纳税开支。中小企业要想持

续运转需要严格的成本费用把控，所得税费是一项占比较大的成本支出，在材料和人工成本的持续上涨

时，中小企业要想降低经营成本[4]，就必须开展所得税纳税筹划、强化自身的内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以此减轻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3. 中小型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基本方法 

3.1. 企业组织形式选择 

我国实行法人所得税制，企业选择不同的组织形式对所得税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母公司和子公司

是独立的纳税主体，子公司可以独立承担责任。即使子公司盈利，但是母公司是亏损的，母子公司的利

润也不能够合并，造成的盈亏不能用来相抵，以此少交企业所得税；反之亦然。当子公司所在地税率较

低时，子公司可以少纳企业所得税，使公司整体税负较低。一般在企业成熟时可以选择建立子公司，减

轻母公司纳税负担。但是，如果企业在初创期，在设立分支机构是，可以选择建立分公司。因为分公司

前期往往较难实现快速盈利，很可能会效益不佳，甚至连年亏损，而在总分公司的结构下，分公司所产

生的亏损可以纳入总公司财务账面上的，汇总纳税，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纳税负担。 

3.2.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 

企业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是不一致的，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折旧额越多，分摊

到固定资产成本中的份额越多，企业应纳税额越少。因此，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折旧方法上存在的差异，

通过增加折旧额的方式，达到少缴纳所得税应纳税款的目的。如果中小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

旧，就可以尽早将折旧从企业成本费用中扣除，这样中小企业不仅能够充分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5]，
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而且可以减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少企业所得税。例如，考虑货币时间价

值的原因，制造型中小型企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最好选择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更有利于企业降低税

负。 

3.3. 企业所得税税率筹划 

中小企业如果充分了解合理利用税率优惠政策，就可以享受节税效益。我国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

国家对于特定产业和地区的支持，包括对选址在西部大开发地区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小微企业

的税率优惠。例如，中小型企业在遵从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的同时，如果可以在西部大开发地区

开展经营活动，减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中小型企业能满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标

准，可享受国家政策减按 15%税率缴纳所得税。例如，中小型企业符合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该中小

型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6]。 

4. 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纳税筹划的方法可以采用，但是中小企业在所得税纳税筹划中还存在一系列问

题[7]，影响纳税筹划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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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管理层纳税筹划意识不足 

企业的管理层在日常经营生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管理人员的意识、想法对所得纳税筹划工

作的开展效果有重要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仅关注生产经营，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纳税筹

划，导致企业纳税负担过重。即使一些中小企业逐渐认识到纳税筹划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但却

因未能形成正确的纳税筹划理念、未能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合理的设计纳税筹划具体方案，甚至认

为要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就需要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的应纳税额，这种做法忽视了纳税筹的根本

目的，极易导致违法避税现象的发生。 

4.2. 纳税筹划人员专业能力不足 

和大中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受到自身规模和资金的限制，缺乏高素质的纳税筹划专业人才，在开

展纳税筹划的实践过程中，纳税筹划人员仅了解初步的税务知识，对税法法规和政策不够熟悉，又缺乏

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工作经验和实际的操作能力，很可能会出现理解偏差和操作失误，给企业带来不必要

的税务风险和负担。例如，纳税筹划工作人员误把所得率当成所得税率，计算出的所得税远远多于实际

应缴纳的所得税，给中小企业带来较大的资金损失。由于纳税筹划人员专业能力不足也可能会导致其制

定的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案没有针对性，不能根据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达不到

所得税纳筹划的真正目的。 

4.3. 与税务机关沟通不足 

与税务机关沟通不足是中小企业在所得税纳税筹划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快速变化的经济

环境中，国家颁布新的税务政策和新制度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而且税收优惠政策通常具有时效性和条件

性，中小企业在开展所得税纳税筹划工作时，通常很少会主动和税务机关及时沟通，因此很可能会因缺

乏对最新税务政策的了解，导致企业错过这些优惠政策，从而失去了降低税收负担的机会。甚至可能会

因为不了解新政策，在税收申报方面出现错误，导致企业需要缴纳额外的罚款或利息。 

4.4. 对大数据利用不善 

当前是大数据时代，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税务信息化服务。但中小企业现有的纳税筹划人员

对大数据缺乏深刻理解，对涉税数据缺乏应有的重视，在开展纳税筹划的实践过程中，沿袭传统经验，

未能形成良好的大数据理念。此外，在利用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时，可能会因受各类因素的影响或制约，

造成不同程度信息泄露问题或信息安全问题的发生。例如，纳税筹划工作人员在处理涉税信息时，没有

按照规范操作，不小心将原本隐私性较强的涉税信息暴露，如果被竞争对手发现，很有可能给中小企业

的发展带来威胁。或者因为系统出现漏洞，导致涉税信息的丢失或者其他问题的发生，这不仅影响中小

企业纳税筹划工作的正常开展，还可能会危及中小企业的整体运营。 

4.5. 纳税筹划整体思维缺乏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纳税筹划中缺少整体思维，在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时，很有可能会被眼前的蝇头

小利所蒙蔽，只针对某一个税种进行节税的问题，这样可能会造成转嫁筹划，其最终的所得税应纳税

额并没有减少，对经济效益并没有产生一个正面的作用。从总体上看，企业的税收负担可能会有所上

升。或者制定一些没有考虑到整个企业的财务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的纳税筹划方案，阻碍中小企业的

发展。例如，为了享受小微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不考虑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盲目降低企业

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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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决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建议 

针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种应对措施，以此来促进纳税筹划方案的实

施效果达到最佳。 

5.1. 树立管理层纳税筹划意识 

在中小企业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提高企业管理层、业务人员和财务人员对纳

税筹划的认识。让管理层认识到纳税筹划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只有首先建立并

纠正对纳税筹划工作的认识，才能保证该工作可以稳步地进行下去，各个人员、部门才能相互合作，共

同完成所得税筹划方案的实施[8]。此外，纳税筹划人员要密切关注新的税收政策，并以此及时调整所得

税纳税筹划的方案，以国家最新的税收法律、法规为准则，降低企业的所得税负担，避免节外生枝。 

5.2. 加强纳税筹划专业人才培养 

中小企业纳税筹划效果和纳税筹划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加强纳税筹划人员专

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中小企业可以在招聘过程中有侧重点的聘用一些有丰富经验、专业能力较强的人

才开展所得税纳税筹划，也可以招聘一些学习能力较强在员工入职后，定期邀请专家或中介机构对所得

税纳税筹划税务人员进行培训，逐步提升其专业能力，促进纳税筹划的有效性[9]。 

5.3. 及时与税务机关沟通 

中小企业所得税筹划工作的开展要紧跟国家政策，同时也要注重筹划方法的选择。但是中小企业的

业务活动复杂多样，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法规也是不断更新变化的，纳税筹划人员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吃透

这些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法规，而且能够合理运用难度很大，因此在日常的涉税处理过程中，中小企业纳

税筹划人员遇到不能准确把握的问题或者最新政策的解读不清时，应该及时与税务机关人员沟通交流[10]，
这样既能保障信息更新的及时性，又能更清楚的了解税收方面的相关规定，使所得税纳税筹划工作更规

范。例如，在实际所得税筹划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区域，因此，中小企业的

纳税筹划人员应该与税务机关保持联系，减少纳税筹划的风险，从而既可以保障企业的利益，又可以维

护税法的刚性。 

5.4. 合理利用大数据平台 

中小企业可以基于大数据的会计云平台构建完整的所得税征收体系。通过会计云平台解读税收政策、

分析税收案例并结合中小企业性质和业务特点，给予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建议，帮助中小企业加强

纳税筹划的意识和能力。此外，为预防中小企业在使用大数据平台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时出现安全漏洞，

保障涉税信息的安全性，中小企业应该加强涉税人员的教育培训，积极有效地夯实涉税人员的安全认知。

同时，中小企业还应该不断优化信息化体系的运行安全，积极采用高效的防火墙技术，实时监测运行风

险，做到风险预警工作，进而降低不必要的风险[11]。 

5.5. 注重纳税筹划整体思维培养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工作是一个全方位、全过程的工作，中小企业纳税筹划工作人员应在制定纳税

筹划方案时应该具备整体思维。在考虑整个企业的财务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了解分析不同税

种的内在联系，综合考虑各项影响因素，做好整体规划，提升不同税种的节税效益。中小企业在制定所

得税纳税筹划方案时不仅需要考虑短期效益还应该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因眼前的蝇头小利，放弃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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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以此达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小企业整体纳税成本、提高中小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12]。中小企业

在纳税筹划时，可以将节税、避税与转嫁相结合，但是，不能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生产规模来避税，因为

这样会使企业的整体的经济效益下降。 

6. 结束语 

中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经济活动的重要地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企业所得税税负

过重，使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甚至会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难以满足发展需求。为此，中小企业应该

积极采取措施，解决纳税筹划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保障纳税筹划工作的高效运行，实现中小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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