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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思考、练习与实训 一、简答 1.简述增值税税收筹划的基本内容。 2.简述增值税纳税
人税收筹划的方法。 3.简述增值税计税依据税收筹划的方法。 4.简述增值税税收优惠税收筹划的方法
。 5.如何进行出口退税业务的税收筹划？ 6.简述一般纳税人选择购货方的筹划原理。 7.简述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 8.简述混合销售与兼营收入的计税规定。 二、案例分析 1.甲公
司是一个年销售额在80万元左右（不含税）的生产企业，公司每年购进的可按17％的税率进行抵扣的
物品价值在45万元左右（不含税）。如果是一般纳税人，公司产品的增值税适用税率17％；如果是小
规模纳税人，则为3％的征收率。该公司有条件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试判别企业适宜做何种纳税人。 2.
某生产性企业年含税销售额为85万元，其每年购进按17％税率进行抵扣的货物价格大约为48万元（不
含税价）。该企业财务会计核算健全规范，请判断该企业适于做何种纳税人。 3.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17％，主要耗用甲材料加工产品，现有A、B、C 3个企业提供甲材料，
其中A为生产甲材料的一般纳税人，能够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税率17％；B为生产甲材料的小规
模纳税人，能够委托主管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征收率为3％的专用发票；C为个体工商户，只能出具普
通发票，A、B、C 3个企业所提供的材料质量相同，但是含税价格却不同，分别为133元、103元、100
元。该企业应当与A、B、C 3家企业中的哪一家企业签订购货合同？ 4.利华轧钢厂是生产钢材的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拥有一批运输车辆。预计销售钢材时可同时取得运费收入1170万元（含税），运输费
用为900万元（不含税），其中不可抵扣增值税的部分为500万元，可抵扣增值税的项目均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有两种方案可供利华厂选择：一是自营运输；二是将运输部门设立为独立的运输公司。从
税收角度考虑，利华厂应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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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点深奥，需认真逐字理解，需要很大的动力和勇气去学！还可以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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