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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税收是企业

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下面就不同企业不同税种的征收方

式、税收优惠，对经营者、股东利益进行详细论述。

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印花税、

房产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费附加、土地使用税等。

主要税种征收方式如下：

①企业所得税：查账征收，核定征收（定额征收、定

率征收）。

②增值税：按实际应税收入征收，具体分为一般纳税

人，小规模纳税、营改增试点纳税人，按连续 12个月不含

税销售额超过 500万应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不含税销售额

500万以下为小规模纳税人。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即使销售额

未达到 500万小规模纳税人也可以申请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涉及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契税、印花税、房产税、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费附加、土地使用税等。主要

税种征收方式如下：

①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核定征收（定额征收、定

率征收）。

②增值税：按实际应税收入征收，具体分为一般纳税

人，小规模纳税、营改增试点纳税人，按连续 12个月不含

税销售额超过 500万应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不含税销售额

500万以下为小规模纳税人。

相关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查账征收）法定税率 25%。

优惠税率：①高新技术企业 15%。②西部大开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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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15%。③小微企业 20%，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

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1]。

上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万元、从业人数不

超过 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以上要注意政策优惠时效，以最新规定为准）。

核定征收又分为定期定额征收与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

两种方式。对公司制企业定期定额征收所得税较为少见，一

般很难核定，较为常见的是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征收企业所

得税。

增值税按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及小规模纳税人。一

般纳税人税率目前为 13%、9%、6%、0四档，小规模纳税

人征收率目前为 3%、5%两档，减计征收率有 2%、1.5%、

1%三挡。

根据中国《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

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 13号）文件规定，自

2020年 3月 1日至 5月 31日，对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

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政策已经

延续到 2021年 12月 31日）。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

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万元（以 1个季度为 1个

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核定征收具体可分为定期定额征收，此种方式单位无

需做账，无需汇算清缴，另一种方式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

单位需要做收入账或成本费用账，需要做汇算清缴。

具体核定有办税人员和主管税务机关沟通争取最低核

定额或核定率 [2]。

增值税和有限公司税率、征收率、一致不在累述。

的影响

从税收筹划角度出发，通过对不同时期企业组织形式

选择的分析，可以合理减少税收成本，实现财务利益最大化。

所以选择何种组织形式应该利用税法中有关税率的差

别，应用各项优惠政策，进行企业最优组织形式的选择。

下面通过案例分析比较，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组织形

式，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

例：某校外培训机构（符合小微企业界定）2021年预

计全年收入 1000万元，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应纳税所得为

200万，分别用公司制应税所得，和经营所得（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进行测算企业净收益及股东、经营

者收益。

有限公司测算所得税（查账征收）可以使用小微

企业优惠政策分段计算，应缴所得税。应纳税所得税 =

（100×12.5%+100×50%）×20%=12.5（ 万 元）， 如 果

税后利润全部分配给股东，应按“股息红利”20%的税

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股息红利应纳个税 =（200－ 12.5）

×20%=37.5（万元），股东净收益=200－12.5－37.5=150（万

元），整体税负率 =（12.5+37.5）/200×100%=25%。

有限公司测算所得税（核定征收）教育培训机构也可

以申请核定应税所得率，按收入总额核定。单位可以不计成

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解决无发票报销费用问题，按收入核

定应税所得税率不管企业成本准确列支，只要准确核算收入

总额即可。

培训机构按核定应税所得率来看，属于其他行业，核

定税率在 10%~30%，一般税务机关按 10%核定。核定企业

仍然可以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分段计算，应缴所得税。按

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度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应纳所得税

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 =应纳税所问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 =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

接上例：2021年收入为 1000万，实际成本 800万，应

纳税所得额 =1000×10%=100（万元），核定征收企业所得

税企业可以叠加使用小微企业优惠政策。按小微企业优惠政

策，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以下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实际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25%=12.5（万元），应纳

税额 =12.5万×20%=2.5万，如果税后利润全部分配给股东，

应按“股息红利”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股息红利应纳个税 =（200－ 2.5）×20%=39.5（万元），

股东净收益 =200－ 2.5－ 39.5=158（万元），整体税负

率 =（2.5+39.5）/200×100%=21%。

通过测试查账征收税负率为 25%，核定所得率整体税

负率为 21%，明显核定所得率征收占有优势，且解决了不

好取得合规发票入账的问题。

以公司组织形式注册企业，投资人、股东要取得投资

收益，企业要先交一道企业所得税，再缴一道“股息、红利”

的个人所得税。

测算

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

以上例 200万经营所得测算如下：个体工商户、独资

企业按公式应纳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

扣除数 =200×35%－ 6.55（扣除数）=63.45（万元），暂

不考虑目前个体经营所得可按 50%计入优惠政策。因个

体工商户、独资企业按经营所得缴纳一道个人所得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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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经营者净收益 =200 － 63.45=136.55（万元），整体

税负率 =63.45/200×100%=31.7%，合伙企业也是按经营所

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采用“先分后税”的方法分配利润。

合伙人可以是法人亦可以是自然人，假定你单位合伙人均

为自然人，人数为 4人，按上例 200万利润，每人分得 50

万按公式应纳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

除数 =（50×30%－ 4.05）×4=43.8（万元），综合税负

率 =43.8/200×100%=21.9%，从计算看合伙人越多，个体分

得利润减少，对应税率会降低，整体税负随之下降。

合伙企业、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

个人所得（核定征收）基本和公司制核定一样，不同

的经营所得可以按核定定额缴纳，公司一般不予核定定额。

核定定额由税务机关根据你单位具体收入情况予以核

定，这种情况涉税风险较小，一般核定定额企业无需做账，

个税也不需要汇算清缴。但如果经营收入增长较大要报告税

务机关重新核定。

如果单位有个体工商户及合伙企业尽量申请核定定额

缴纳个人所得税，或核定所得率缴纳个税，尽量不用查账征

收缴纳个人，这样会大大降低单位因费用报销没有合规票据

的涉税风险，同时也使投资人、经营者收益最大化。

综上对于合伙企业（暂定投资人均为自然人）、独资

企业、个体工商户，取得经营企业或合伙企业收益只需按规

定缴纳一道个人所得税。

相对而言，非公司组织形式成立的单位如能争取经营

所得核定征收，将能极大降低投资人、经营者的收益税负。

但前提都是建立在企业有比较大的盈利收入的基础上，

如果企业亏损不建议采用核定征收，应用查账征收为宜，这

样可以不交个税，单位没收益，如果核定定额征收或核定应

税所得率，不管有没有收益都要按规定缴纳个税。

以上分析合理的选择和根据企业经营变化，对企业的

组织形式合理调整能起到很好的调节税负的功能，使企业投

资人收益最大化。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的组织形式应根据具体

经营环境变化。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断与时俱

进对企业进行分立、合并、改造和加强管理，以增强企业的

活力，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在改制的过程中，企业的合并与分立，对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具有重大的意义。如合理的分立与合并，对企业融资、享

受税收优惠、增强企业度、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都有益处 [3]。

以下通过案例进行阐述，假设某校外培训单位控制 6

家有限公司分校，分析说明在不同经营时期分立、合并对企

业税收的影响。

假设单位控制的 6家有限公司分校，2019年都是查账

征收的有限公司 6家学校培训总收入 1000万元，税前利润

各家如下：A校 100万元，B校 150万元、C校 100万元，

D校 -100万元，E校 -150万元，F校 -100万元，假定 6家

学校都是符合小微企业界定，可以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

惠。下面通过汇总缴纳和分别缴纳测算你单位企业所得税：

①所得税汇总缴纳即通过总分公司的模式，下面各分

校均为非法人企业分公司，所得税可以汇总缴纳即盈亏可以

互补。这种情况按案例各自利润数字你单位不需要缴纳企业

所得税（350－ 350=0）汇总核算后，应纳税所得额为零。

②所得税通过独立公司核算的模式，各家分校因为都

是独立法人盈亏自担不能相互弥补。所以盈利的分校必须缴

税，应交所得税合计 =100×2.5%+150×10%+100×2.5%=20

万元。

通过测算可以看出独立核算计算所得税，不如汇总核

算税负低。当然采用汇总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是企业根据

各分公司盈利情况属于盈亏临界的时候采用较为适宜。如果

单位后期经营取得较大发展，各家分校盈利空间大幅提升，

不建议用总、分汇总缴纳，建议成立母子公司，税费各自缴

纳，这样会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税负，降低法律

风险。

综上所述，所得税小微企业政策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不超过 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资产总额

不超过 5000万元，所以当各家分校利润较高，不建议汇总

缴纳，应按独立各自缴纳，或通过母子公司的方式运作，这

种方式实际控制人可以完美控制企业，又能充分享受税收优

惠给各个独立企业带来的减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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