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两会上，政府强调 2018年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这无疑将为广大创业

者提供了更有利的税收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但是，创业者除了可以享受税收政策福利，还可以通过税务筹划达到减轻税

负的目的，也就是“合理避税”。

区别“合理避税”和“偷税漏税”：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合理避税并不是偷税漏税，

它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减轻税收压力，避免因为税务知识的盲点，而导致企业多缴

税或被税务局罚款。所以，企业有必要了解合理避税的基本知识。

一、常见的根据政策来避税的方法：

1、目前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如下：

1）每月开票金额不超 3 万，免收增值税及附加税(适用于增值税普通发票)。

2）每月开票金额不超 10 万，免收教育费及地方教育费附加(适用于增值税普通

发票)。

3）自 2015年 1 月 1 日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30万元(含

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举例：小型微利企业的实际经营中，如果当月下旬已经开出近 3 万的发票，还有

一笔即将到账的收入，则尽量别在当月确认收入，这样可以减少增值税的缴纳。

2、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如下：

1）企业的研发费用可以按 175%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

2）申请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少缴 10%的企业所得税，按照利润的 15%缴

纳。（非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

这两项规定，到底能为高新技术企业减轻多少税负，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

一下。



假如，某高新技术企业的净利润为 200万，研发费用为 100万。

按照优惠政策的规定，企业的研发费用可按照 175%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税前

扣除，那么，该企业就可以扣除 175万，只需对剩下的 25万按照 15%的税率进

行缴税，即高新技术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额为 3.75万。

而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来说，申请研发费用税前减免优惠的难度大，因为税

务局的甄别条件比较严格，即使申请成功，也要按照 25%对减免后的利润进行征

税，需要缴纳 12.5万元的企业所得税。所以建议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申请为高

新技术企业，轻松享受政策福利。

所以，建议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申请为高新技术企业。

摊销节税，无形资产出资的部分可以正常入账，分 10 年摊销，如果 1000 万

的话就是每年可以为公司增加 100 万的管理成本，从而节约 25 万的企业所得

税。按照亿额度每年可为企业减少 1000万的税收！10年就是 1 个亿的税收！可

帮助企业合理合法合规的节税避税！

3、年终奖缴税的优惠政策如下：

年终奖的准确叫法是“全年一次性奖金”， 年终奖个税计税方法是一种比较

优惠的算法，是全年仅有的一次可以除以 12计算合适税率的税收优惠。

年终奖是对企业员工们一年来工作业绩的肯定。“年末双薪制”是最普遍的年

终奖发放形式之一，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外企普遍会使用这种方法。

企业要利用好“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税负，还需要注意以

下事项：

1）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在

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2）纳税人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

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

个人所得税。

3）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纳税主体是个人，企业为员工承担的个人所得税不能

税前扣除，在年度汇算清缴时，企业应进行纳税调整，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二、企业容易忽视而导致多缴税的 4 种情况

1、没有生意也要进行零申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营业执照批下来后，企业每个月都必须向税务局申报企

业的经营情况。不管有没有赚钱，也不管有没有生意，每个月都要根据运营情况

做账然后根据账本向税务局做税务的申报。现在小规模企业一个季度的开票量不

达九万元的话，可以进行零申报。零申报办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如果不办理，企

业将会面临 2000元的罚款。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长期零申报，可能会被税务机关纳入重点监控范围，如

有不实情况，将会被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2、增值税税率只与行业有关，与进项税的税率无关

关于这一点，举个例子：增值税第二条规定：图书销售的税率是 11%。即只

要企业是一般纳税人，销售图书的税率就是 11%。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某销售图书的公司，也符合一般纳税人的条件，但他拿

到的印刷图书的进项发票是 17%，在进行缴税时，还能继续适用 11%的税率吗？

（即缴税时，按 11%的税率抵扣 17%的税率）。

答案是肯定的，该公司仍然适用于 11%的税率，因为行业性质决定了增值税

税率，与进项税的税率是多少无关。



3、合同作废也要记得纳税

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必然要与外界签订合同，如果中间发生意外，双方

废止了合同，也是需要完成印花税缴纳义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

者领受时贴花。由此可以看出，企业是否要缴纳印花税，应该看合同的签订与否。

也就是，只要双方签订了应税合同，那么就应该在合同签订后申报缴纳印花税，

而与该合同的过后作废、是否履行无关。

4、不拿发票就要多缴税

税务机关实施“以票控税”，企业所有的支出都要取得合法凭证，否则不能税

前列支。能够取得合法凭证（发票）成了企业节税的重要方法。

然而有些人不以为意，当对方以优惠为名，诱导企业不开发票时，有些企业

就会同意，这样做其实是吃亏的，举个例子：

某公司购买 1000元的办公用品，如果不开发票只需付 900 元，而如果开发

票则需付 1000元，表面看起来，不要就可以为企业节省 100 元。

然而现实是：如果多付 100元，企业的所得税就可以少缴 330元；而如果少

付 100元，企业的所得税就要多缴 330 元。拿不拿发票的区别一看就明白了。所

以，企业人员一定要记住：不拿发票就会多缴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