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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环境下水力发电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研究
袁兴明

（四川二滩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成都 610051）
摘 要：“营改增”经过为期几年的试点之后，在 2016年 5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营改增”能实现对重复纳税不良现象的有效

消除，能促进公平税负，还能帮助企业降低自身的税收负担。本文浅析了“营改增”对水力发电企业税收筹划的影响，探究了“营改增”环境

下水力发电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策略，以期为水力发电企业的税收筹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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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营改增”环境下，水力发电企业受到了诸多影响。为有效适

应“营改增”的新环境和相关政策要求，水力发电企业要加强税收筹

划，紧扣“营改增”形成的良好机遇，并加强科研创新，优化调整产业

结构，有效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对此，水力发电企业要明确“营

改增”环境对自身税收筹划带来的影响，并立足于实践，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对所得税税收筹划策略进行积极探究。

2 野营改增冶对水力发电企业税收筹划的影响
水力发电企业具有较大的一次性投资，在其生产运营的实践过

程中，其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在年度生产成本中占据的比例大约为

60%。“营改增”全面实施后，水力发电企业仅需对工程项目相应的
增殖部分进行缴税，且包含项目盈亏数目，形成更为合理的税收负

担，当项目发生亏损时，仅需缴纳较少的增值税，能实现对税负的有

效减少。“营改增”全面实施后，水力发电企业的税负降低，加上供应

商相应的成本降低，水力发电企业的采购成本随之降低，能将更多

数量的资金用于购置先进设备，或者对技术进行优化，能实现对整

体竞争力的有效增强。另外，全面实施“营改增”，能将各环节相应的

增值税抵扣链条打通，并形成高效良好的分工合作，能促进水力发

电企业优化其内部结构，能促进税收筹划相关工作的高效良好实

施。

实施“营改增”后，增值税税制能对水力发电企业相应的固定资

产具备的入账价值造成一定改变。当纳税人对固定资产进行采购

时，能从供应商处获取增值税发票，能实现有效的进项税抵扣，并降

低企业流转税额。“营改增”实施后，水力发电企业在开展经营管理

的实践过程中，其各项环节均涉及不同程度的增值税核算，并造成

核算方式发生变化，核算难度有所增加。特别是对增值税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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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增加了财务核算的实际难度。

3 野营改增冶环境下水力发电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策略
3.1 对税基进行合理筹划
水力发电企业要在外部实施合理筹划，对税基进行缩小，在投

产过程中，对贷款利益以及征地移民等费用进行合理摊销，对房产

税相应的计税基础进行降低，实现对纳税负担的有效减轻[1]。大中型
水力发电企业，要注重增强税收筹划的科学性，将税基内容在相关

企业中体现，例如，在上游企业中，对采购原材料相应的纳税进行体

现，对企业税基进行缩小，对其他企业外包项目，从而无需缴纳外包

部分相应的税负。

3.2 对税收筹划原则进行明确
水力发电企业要对税收筹划原则进行明确，注重税收筹划的合

法性。水力发电企业对所得税进行税收筹划，要确保各项工作实施

具有合法性，自觉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的约束，并与最新的税法

基准进行对照，对税收筹划具体方案进行优化必选。水力发电企业

要深刻认识到以各种手段对税收负担进行逃避，并不属于税收筹

划，而属于偷税漏税，应对之进行坚决抵制。实施税收筹划，要重点

强调合法性，对如下问题进行重点关注：（1）对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
的具体条款进行准确把握，对立法背景进行明确；（2）严格遵循法律
规定开展税收筹划；（3）税收筹划要体现超前性[2]。水力发电企业实
施投资经营各项活动，要充分考虑税收因素，在经营决策中，对税收

进行科学设计和合理安排。

3.3 加强递延纳税管理
所谓递延纳税，是指将纳税时间适当推后，实现对资金时间价

值的充分利用。水力发电企业对所得税进行税收筹划，应对纳税时

间进行明确，并控制税收筹划相关环节具备的可行性，为企业资金

周转获取更多时间。水力发电企业加强递延纳税管理，要采用不同

于以往的收款方式，据此对收入确认进行延迟；同时，对费用进行及

时确认，在计算所得税的环节，实现有效抵扣，实现对所得税税额的

降低[3]。在“营改增”环境下，水力发电企业要依托专业化的具有较高
素质的税收筹划工作人员，对税收筹划具体方案进行科学设计和合

理实施，增强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另外，水力发电企业要对税收

优惠相关政策进行争取，在加强递延纳税管理的同时，防止缴税滞

后，遵循法律法规具体要求的明确期限，高效良好地完成纳税。

3.4 利用企业对外捐赠活动开展税收筹划
水力发电企业可通过对外捐赠，对资产进行处理，或者实现资

产流出。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费用，对其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计算时，允许扣除 12%的
年度总利润。且必须实现对如下条件的同时满足：（1）凸显公益性；
（2）企业实现其追求的利润；（3）契合规定比例范围。不得对捐赠、经
营损失进行扣除。水力发电企业实施税收筹划，应对捐赠方式进行

适当采用，在实现减税的同时，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并增强

企业信誉。不管水力发电企业捐赠现金或是实物，均能在社会上营

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并促进企业自身的文化建设，还能形成公益性

广告的良好效果，并增加公众对企业的好感度。对企业而言，捐赠能

在盈利年度有效减少所得税负担。但是，水力发电企业在对外部捐

赠涉及的经济问题进行处理时，负责捐赠业务的相关部门要注意如

下事项：应将资产分为如下两项，一项是公平销售，一项是捐赠公允

价值涉及的所得税处理，应遵循税法要求，由企业对捐赠相应的资

产所得税进行支付[4]。
3.5 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使用
水力发电企业要对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相关政策形成透彻了解，

特别是加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使用。水力发电企业对所得税进行税

收筹划，不仅要参考现行政策，还要其他税法产生的影响。要充分考

量各级政府颁布出台的相关涉税制度，促进科学的税收筹划。水力

发电企业对所得税进行税收筹划，应深入细致地研读相关税收政

策，深入研究税收筹划涉及的具体策略，确保制定的税收筹划方案

与税收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趋同性。水力发电企业要积极探究

税收筹划存在的政策空间，组织管理层和财务部门深入细致地研读

相关政策，对税收筹划的具体方案进行科学比选，基于对税收优惠

政策的准确把握，制定科学的税收筹划方案。水力发电企业应引进

素质较高的专业综合性税务规划师，加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使用，

避免信息不对称影响税收筹划。另外，水力发电企业要将法律作为

依据开展合理合法的税收筹划，并对自身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

整，在相关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所得税实施合理

的税收筹划，适当开展各项业务和投资活动，确保税收筹划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

3.6 对财务人员加强培训
在“营改增”环境下，水力发电企业实施财务核算的具体方式出

现较大变化。材料采购等诸多环节需要对增值税进行核算，此类核

算工作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繁琐性，财务工作人员在核算过程中极

易出错，并由此引发涉税风险，造成企业损失。对此，水力发电企业

要对财务人员加强培训，定期对财务人员实施培训考核，从整体上

有效提升财务人员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为所得税税收筹划提供

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5]。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营改增”环境下，水力发电企业要通过对税基进

行合理筹划、对税收筹划原则进行明确、加强递延纳税管理、对财务

人员加强培训、利用企业对外捐赠活动开展税收筹划、加强税收优

惠政策的使用等策略对所得税实施税收筹划，实现对自身税负的有

效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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