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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西方发达国家，税务筹划对纳税人是耳熟能详，而在我国，却曾是一个禁区，
现虽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此有极大的兴趣，但又似乎心有所忌。随着观念的不断更新，
税务筹划也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和认可。对此，笔者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说明了
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其实税务筹划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成熟的市场主体行
为。 
 [关键词]   税务会计；   税务筹划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7）17-0
029-02
税务筹划是人们的一种理财活动，它可以帮助企业合理安排现金收支，保持适当的对外偿
付能力，规避“税收陷阱”，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一、税务筹划的必然性 
1.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应有的权益。 
税务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企业对其资产、收益的正当维护，属于企业应有的
经济和权利。若对企业正当的税务筹划活动进行打压，只能助长偷逃税及抗税现象的滋
生。因此，政府应让企业(纳税人)充分享受其应有的权利(其中包括税务筹划)，而不是剥夺
其权利，促其走违法之道。 
2.税务筹划的主观动机。 
对于企业所有者来说，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是其最终的财务目标。企业主观上减轻税负意
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税收杠杆的利用效果、征收税款能在多长时间、多大程度上
给企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增值。如果这种积极作用能使纳税人在预期的时间内能切实
感受到有助于社会和经济效益好、纳税多的企业因此而强化市场竞争能力，真正确立一种
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必然有助于企业在强化纳税意识的同时，淡化对履行纳税业务
的抵触情绪。 
3.税务筹划的客观条件。 
税务筹划的客观条件是指税法、税制的完善程度及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性、有效性。税法
作为贯彻国家权力意志的杠杆，不可避免地会在其立法中体现国家推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
的导向意图，会在公平税负、税收中性的一般原则下，渗透税收优惠政策，这无疑为企业
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税务筹划的特点 
1.合法性。合法性是税务筹划的基本特点。税务筹划是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它
是在对税法进行认真研究比较后，对纳税进行的一种最优化选择，符合政府的宏观调控目
标。在有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纳税人做出缴纳最低税负的决策是无可非议的，用道
德的名义劝说纳税人选择高税负，不是税收的法律要求。 
2.超前性(筹划性)。税务筹划一般都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之前进行规划、设计和安排，它可以
在事先测算出税务筹划的效果，因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通常具
有滞后性，这在客观上提供了纳税前事先做出筹划的可能性。另外，经营、投资和理财活
动是多方面的，税收规定也是有针对性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的性质不同，税收待遇也往



往不同，这在另一方面向纳税人显示出可选择较低税负决策的机会。如果经营已经发生，
应纳税款已经确定而去偷税或欠缴税款，都不能认为是税务筹划。 
3.时效性。税务筹划只能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约束之下进行。然而，纳税人面对的行
为空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种政策手段，税收政策措施都是依据一定时期的国家政
策需要制定的，是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服务的，当国家的某项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失去
效力时，与之相适应的税收政策措施也应随之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税务筹划方案不可能
是一成不变的。 
4.专业性。专业性主要是指面临社会化大生产、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国际经贸业务的日
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而各国税制也越来越复杂等形势，仅靠纳税人自身进行税务筹划
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作为第三产业的税务代理、税务咨询便应运而生。现在世界各国，尤
其是发达国家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税务事务所纷纷开辟和发展有关税务筹划的
咨询业务，说明税务筹划呈越来越专业化的特点。 
三、税务筹划的经济意义 
其一，宏观层面: 
1.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和税收政策
的反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根本目的。正确的税收导向具
有激励功能，它促使企业在税法和国家税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自己的精打细算降低
税收费用，增加净收益，从客观上也使国家能更好地运用税收杠杆作用来调整产业结构和
生产布局，实现税收的宏观管理职能。 
2.有利于税收法规的不断完善。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虽经不断完善，但在不同时期，仍
可能存在一定的漏洞。纳税人进行合理的税务筹划，为国家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提
供了依据，起到了对税收法律、法规的验证作用，使国家立法机关能及时了解税收法规和
税收征管的不尽合理和不完善之处，从而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不断修改和完善税收法律
的有关条款，引导纳税人的投资、消费、经营等按照政府的意图运作，推动依法治税的进
程。 
3.有利于涵养税源，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纳税人按照国家税收政策进行税务筹划，
可以促进产业布局的逐步合理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有利于涵养税
源，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和繁荣，国家的税收收入也将与之同步增长。 
4.有利于促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在生产经济条件下，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需要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一个“媒介性”的中介组织。它们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沟通和协
调，具有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能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双向服务，提供信息，公正地维
护社会各方的权益，使政府的宏观管理措施在微观的企业层得到贯彻。税务代理咨询机构
是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机构使用专门的税务代理人员代理纳税事宜，尤其
是进行税务筹划，既解除了纳税人因不熟悉税法导致违反税法规定而被处罚的后顾之忧，
又可使税收负担最低，使企业专注于发展生产，加强经营管理。所以，税务代理机构开展
税务筹划业务，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的客观要求，也是税务代理自身不断
发展，提高生存能力的客观需要。 
其二，微观层面: 
1.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只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企业才开始重视税务筹
划。税务筹划促使纳税人在谋求合法税收收益的驱动下，主动自觉地学习、钻研税收法
律、法规和履行纳税义务，有效提高了纳税人的税收法律意识。税务筹划与纳税意识的增
强具有客观一致性和同步性的关系。从我国情况来看，税务筹划做的好的企业往往纳税意
识也较强。企业对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税务筹划恰恰是利用国家税收调控取得成效的一个见
证。 
2.有助于实现纳税人财务利益的最大化。税务筹划可以节减纳税人税收费用，还可以防止
纳税人陷入税法陷阱(taxtrap)。纳税人一旦落进税法陷阱，就要缴纳更多的税款，影响纳
税人财务利益。而通过税务筹划就可防止纳税人落入陷阱，不缴不该缴付的税款，有利于
纳税人财务利益最大化。 
3.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资金、成本、利润是企业经营管理和
会计管理的三大要素，税务筹划就是为了实现资金、成本、利润的最优效果，从而提高企
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离不开会计，会计人员既要熟知会计准则、会计制
度，更要熟知现行税法，要按照税法要求进行涉税的账务处理，从而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
会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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