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的 6大税务痛点

企业分各行各业，千差万别，但是在税务问题上，他们面临的痛点却是类似的。

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而言，哪里有税务痛点，哪里就有服务的需求和市场。

痛点一：财务不懂法、法务不懂税

在“按计划征税”思路的主导下，税务主管机关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很大程

度上，只要企业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及时纳税申报，足额交纳税款，便可高枕

无忧，由财务人员处理报税等税务事项，并无不妥，极其特定的情形下，税企发

生纠纷，解决途径通常主要依赖于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关能力”。然

而，伴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各项税收立法和执法越来越完善、规范，市级

以上税务局都设立了公职律师办公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企业，特别

是 95%以上的中小企业普遍缺少税务职能部门，财务人员长于核算，或限于处理

报税事项，不懂(税)法，法务人员又不懂税，企业涉税法律风险管控几乎处于空

白地带。

痛点二：“税务筹划”难过检查关

有人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都有“原罪”，如果这一句话是正确的，那么

税务问题通常都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不光是民营企业，包括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财务造假或者叫两套账，其实大多是为了“节税”，或者



叫“税务筹划”。传统的“税务筹划”大多是由企业的财务人员承担的，借助于

会计核算等手段实现，“成功”的关键是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筹划很像

“猫鼠游戏”，靠的是运气。事实上，税务筹划是一项专业性很高的业务，需要

构建财务、税务、公司法等复合型知识结构，在节税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在税

法上的可行性和法律的边界。

痛点三：法定税负率过高

为什么企业会不遗余力的开展“税务筹划”，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法定税

负率过高，以房地产企业为例，从房地产的开发、交易再到持有，主要涉及 11

种不同的税费，分别为：契税、耕地占用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教育费用

附加。在预征阶段，各项税负已达销售额的 8%～12%;项目结束进行清算，则普

遍高达 15%～25%，一线城市会达到 25%以上。特别是，除了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外，还有一个土地增值税，最高适用 60%的超额累进税率。

痛点四：税务争议中忍气吞声

由于税收立法、政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税企间发生税务争议，按理应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更多的企业的选择了忍气吞声，原因大

概有以下几条：(一)在纳税人权利救济制度上，目前申请行政复议、诉讼，都要

先缴纳税款，这是最大的制度障碍;(二)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很多企业有税

务方面的“原罪”;(三)由于征纳双方地位过于悬殊，担心主管税务部门以后

“秋后算账”。

痛点五：发票风险越来越大

7月 31 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联合税务等部门共同打

击整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情况。据统计，仅 2018 年以来，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就



立案侦查涉税犯罪案件 2.28 万起，涉案价税合计达到 5600 多亿。2019 年以来，

公安部经侦局先后部署查处了安徽合肥 900 亿虚开大案、广东深圳 500 亿虚开大

案等一大批重大案件。我国的现行税制体系及发票管理采取的是以票控税的模式，

使得发票变成了税票，本质产生了蜕变，成为了纳税义务的原始记录，催生了发

票犯罪职业化、链条化、网络化，在此背景下，每一个企业都面临很大的发票管

理风险。

痛点六：找到靠谱的服务机构难

传统很多税务服务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专业而是“协调”能力。不可否认，

在涉税问题的解决上，是需要和税务机关充分沟通的，也是需要协调沟通能力的，

但是所有沟通协调的前提应是立足于专业的判断和专业的分析，特别是在税收执

法规范化的背景下，立足于税收法律、法规的专业分析，才是协助企业化解风险，

解决问题的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