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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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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即税收负担，通常用税收负担率来衡量，是应纳税额与课税对象的比率。

税负 累进

累退

比例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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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纳税人

l 会计核算健全

l 超过年应税销售额标准

（500万元）

l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标准的其他个人

l 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

为的企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选

择

l 一经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一般不

可回转。

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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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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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税负率=                                        ×100%
当期应纳增值税额

当期应税销售收入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案例】甲企业2019年11月份购进货物取得不含税金额100万元，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3万元。2019年12月以不含税销售价160万元售出，

缴纳增值税2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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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20.8-13=7.8万元

       增值税税负率=7.8/160=4.88%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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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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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

延长到2020年12月31日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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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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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                                        ×100%
当期应纳所得税额

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所得税贡献率=                                        ×100%
当期应纳所得税额

当期应税收入额

      应税收入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计算结果

计算基数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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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发【2008】30号文第六条规定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

公式变形：

应纳所得税额=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适用税率

贡献率=应纳所得税额/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适用税率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案例】建筑业核定的应税所得率为8%，不考虑所得税优惠条件等因素，

应纳税额为实缴税额的情况下，则其理论上的所得税贡献率（税负）是

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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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案例】建筑业核定的应税所得率为8%，不考虑所得税优惠条件等因素，

应纳税额为实缴税额的情况下，则其理论上的所得税贡献率（税负）是

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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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5%

      应纳税所得额=应税收入额×8%

      所得税贡献率=应纳所得税额/应税收入额*100%

                            =应税收入额×8%×25% / 应税收入额×100%

                            =8%×25% = 2%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如何核实税务机关给企业鉴定是什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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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如何核实税务机关给企业鉴定是什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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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方式：

u 确定企业经营范围--营业执照

u 判断企业所属行业（查国民经济行业代码表）

u 核实金三系统行业鉴定（是否准确）



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案例】A市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皆为查账征收餐饮企业，公司报税员

打听到本市餐饮行业企业所得税税负率设定5%。临近年底，三家公司报税人

员大致估算了本公司当年实际税负情况，并作出相应筹划：

      甲公司实际税负率4%，为不被税务机关重点关注，甲公司虚增部分利润，

使税负率达到5%；

      乙公司实际税负率9%，建议财务人员虚构部分成本支出，使税负率降至

5%，以减少本公司税费支出。

      丙公司实际税负率2%，报税人员与财务人员经过核查，认为公司已按照

实际情况核算并依照税法规定计算企业所得税，决定不做调整。

      问：哪个公司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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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负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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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丙公司处理正确。虽然可能面临税务关注或稽查，但“已按照实际情

况核算并依照税法规定计算企业所得税”，那么程序上配合调查或稽

查即可，并无妨碍。

ü 甲公司处理并不恰当。本来不必要多缴税款，自行虚增税款毫无意义。

ü 乙公司处理绝对错误。此为偷税行为，虽可能逃过一时，但不能保证

永不被查。一旦查到，将可能面临补税、加收滞纳金、罚款、录入

“黑名单”、公司及相关人员限制部分权利以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Par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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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负率与税务稽查之间的关系

        金三系统通过大数据风险评估模型，对本地区所有的同行业应税销售额和应纳税额数

据汇总后，比如本地区本行业应税销售额为500亿，应纳增值税7亿，那么本地区同行业平

均增值税税负率应该为1.4%。

        如果甲企业2019年6月的应税销售额是500万，它缴纳的增值税是6万，则甲企业6月

的增值税税负率是1.2%；小于本地区同行业的平均增值税税负率1.4%，金三系统后台就

会报警。

税务局根据实际需要，会允许有一定数值的偏离，在这个范围里不会被系统扫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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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负率与税务稽查之间的关系

【案例】税负低被稽查案例（横向）

        某国税局稽查局根据疑点信息，对当地某印染企业实施税收稽查。

         国税局稽查局税务人员利用征管系统进行涉税信息分析时发现，某印染公司

增值税税负为0.24%，与本地区同行业平均税负3.8%相比差距较大。（横向）

       结合税负率畸低和成本列支异常两个疑点，税务人员认为，该企业多列成本的

嫌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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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负率与税务稽查之间的关系

        检查后发现，该企业购进煤炭并从第三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成本61.8万元，

抵扣税款10.5万元；

国税局下达了税务处理处罚决定书：

补征税款27.21万元，滞纳金2.6万元，并处罚款15万元。

本来想“避税”，结果补缴税款，并影响企业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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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负率与税务稽查之间的关系

【案例】税负低被稽查案例（纵向）

        2019年，某国税局稽查局在对辖区内某供电公司的纳税资料进行分析时，发

现企业账务疑点重重。

       经检查，评估人员发现，该公司2017年增值税税负为5.32%，2018年税负为

3.06%，2019年1-9月税负为2.89%。（纵向）

       在生产经营无重大变动的情况下，税负大幅下降，疑点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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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负率与税务稽查之间的关系

评估人员调取财务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税款缴纳、发票开具等涉税资料，掌握

企业的购销电总量，单位价格，预收账款等数据。

经查发现：预收账款4699万元未及时确认收入，营业外收入少计提销项税额等问题。

责令该公司自查调整应补增值税866万元。

提示：税负偏低又无正当理由，横向、纵向-评估稽查-补缴税款及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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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负风险的自查与防范

税负异常自查：

Ø 以企业上期、往年同期税负比较（是否大幅度降低或上升？）

Ø 与所在地区正常企业平均税负比较（是否存在大幅度差距？）

税负变动异常的指标：

税负变动率=                                           × 100%     

何时查：每月申报前，从业务的真实、完整、准确的角度进行自查、当关键指标出现异常时，

对异常原因及时自我检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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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税负-上期税负

上期税负



三、税负风险的自查与防范

税负偏低正常原因：

Ø 市场变化大（购进时价格高，销售价格低）

Ø 库存金额大

Ø 固定资产多（购买的机器设备多，进项税额大，税负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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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负风险的自查与防范

税负偏低非正常原因：

Ø 瞒报收入（故意少报收入）

Ø 未开票收入未纳税申报

Ø 视同销售未纳税申报

Ø 迟计收入

Ø 多抵进项税，不得抵扣却抵扣

Ø 接受虚开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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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负风险的自查与防范

税负异常防范：

Ø 分业务类型进行会计核算

多业务经营的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把业务类型按照增值税税率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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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负风险的自查与防范

  　代垫运输费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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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负风险的自查与防范

价外费用：价外收取的各种性质的费用。

Ø 符合条件的代垫运输费用

  （承运部门开给购买方，纳税人转交给购买方）

Ø 符合条件的代收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经批准、有证据、全额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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