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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实际工作与实务操作当中，经常会出现会计处理与
税务处理两级分化的状况。部分财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忙于日
常事务，常常疏忽对税收法律法规的学习和运用，导致不能充
分运用合理的避税方法与措施。此外，部分企业或人员对税收
筹划的概念存在误解，只注重了避税，而忽略了避税的合理性
和合法性，带来纳税不确定性风险，容易埋下企业发展的隐患。

1  对港口企业税收开展合理税收筹划的条件
1.1港口企业应具备一定的规模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的港口企业都有着较大的

规模，这为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可能性。大型港口企业股
权关系错综复杂，港区范围跨度大，为实施生产布局调整带来了
可能性，为实施税收筹划的空间创造了必要条件。但是，对于规
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税收筹划的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企业仅仅将
重点集中到企业的内部采购、营销以及成本管理等方面。相较而
言，较大规模的港口企业更有利于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1]。

1.2税收筹划和企业发展的目标应保持一致
企业税收筹划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纳税支出，取得节税利

益。企业一方面要选择降低税负或使企业总体收益最大化的纳税
方案，另一方面可以合理的滞延纳税时间。税收筹划不能为节税
而节税，必须与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保持一致，为实现企业价值
最大化服务，为实现企业发展目标服务。港口企业在实施税收筹
划时，应将企业发展的目标和其它因素相结合，开展全面的分析，
以促进企业的统筹管理，实现企业的长远进步和发展。

2  税收筹划在港口企业中的应用举措
2.1确保企业会计处理与记录的科学完整
企业会计账簿的科学完整是实施税收筹划的主要依据，如果

企业自身存在故意隐瞒和销毁账簿，那么也就很可能存在偷税漏税
的隐患。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企业应当在最大程度上确保账簿的
完整性，这也是企业在税收筹划方面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2]。

2.2综合衡量节税方案并准确计算税收
港口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综合整体进行考虑，这其中应

格外注重和考虑节税和增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其产生的综合效果展
开统一的衡量，如果只单纯降低企业税收中的负担，可能并不会取得
最满意的效果。企业还应注重考虑导致成本增加的因素，这样一来将
有利于港口企业整体的统筹和管理。同时，还应注重关注港口企业税
收产生的时间和空间安排，以便能够在港口企业减少相应的税负，从
而结合实际情况规划出相应合理的方案。例如，港口集团中存在装卸
主业和装卸辅业等多种产业，各单位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部分企业可能利润较好，部分企业利润较差甚至亏损，在内部转移定
价时可以适当考虑综合税负成本的影响，在符合市场化的原则下，适
当提高亏损企业的利润，减低盈利企业的利润整体上达到合理减低企
业所得税的目的，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

2.3简化优化企业决策程序
简化港口企业行为决策程序，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促进企

业中的纳税筹划。。如果企业具备了较好的纳税筹划方案，但
是方案卡在了各个部门的审批中，那么将直接对后续工作的开展
造成困难。同时，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受到限制，也直接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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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的纳税筹划工作的开展。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很大一部分
是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来开展的，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港口企业不
及时抓住税收政策带来的各种机会，而将精力耗费在无意义的繁杂
程序上，将很有可能逐渐丧失纳税筹划的空间。税收政策的时效性
使得企业必须果断决策，精准抓住优惠政策的实施窗口期。

2.4合理的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和安排投资结构
港口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政

府所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减免规定，将更加凸显节税所带
来的效果。此外，运用这种方法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险，
甚至也可以说能够避免风险。在我国港口企业中，普遍存在投资
资金较大的情况，资金来源有权益和债务两种方式。税法规定，
股息从企业税后的利润中支付，负债中的利息支出，可以从税前
利润扣除。因而要促进港口企业合理的安排投资中负债和权益结
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充分利用负债的杠杆作用，减少企业
中的税负，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在投资中的收益所得。

2.5设置科学合理的企业组织机构
如果企业性质不同，纳税义务就会存在差异，税负的轻重也

会有所不同。在这种状况下对港口企业的税收进行筹划时，需充
分考虑企业中的组织形式以便明确纳税中的主体。另外，在港口
企业中设立子分公司时，需要慎重考虑其纳税主体情况，具体是
在母公司还是子公司的名下，以便后续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2.6确保经营方式的合理性
在经营方式方面，港口企业如果经营的方式有所不同，那

么也将从根本上影响适用税率。港口企业一般可以采用批发和自
营，以及零售和租赁等经营方式，企业经营方式具备较强的灵活
度，从而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经营方式，以便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税负负担 [3]。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在税收筹划这一理念方面已经普及多

年，但是普及的力度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并且发展比较缓慢。港口企业因其庞大的规模和行业属性，
存在较大的税收筹划空间，港口企业中影响税收筹划的主要的因
素，一是企业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自身的原因，他们对于税法并
没有进行全面了解，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相关的税收筹划方面的
概念。二是公司高层没有重视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就使得税务
筹划工作只停留在表面层次，并没有深入贯穿企业整个业务流程
中，再加上聘请的税务中介机构能力不足，那么将使得企业税务
筹划工作的进展缓慢而又漫长。所以，我们要跟随新形式下港口
企业的发展方向，深入业务一线和前端，让税收筹划思维贯穿其
中，未雨绸缪，充分发挥税收筹划作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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