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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税收现金流量预算 

 

    一、税收现金流量的概念 

企业的现金流量产生于不同的来源，也有不同的用途，如工业企业可通过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回现金，通过向银行借款收到现金等；为生产产品购买原材

料、固定资产需要支付现金，职工工资也需要用现金进行支付等。现金净流量是

指现金流入与流出的差额，可能是正数，也可能是负数。如果是正数，则为净流

入；如果是负数，则为净流出。一般来说，现金流入大于流出反映了企业现金流

量的积极现象和趋势。现金流量信息能够表明企业经营状况是否良好，资金是否

紧缺，企业偿付能力大小，从而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等提供非常有用

的信息。 

税收现金流量指企业发生涉税事项而导致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入和流

出。（该概念系本人 1999 年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 

二、营业现金流量纳税保障率 

税务总监在组织编写税收现金流量预算时，要掌握、运用好营业现金流量纳

税保障率概念。 

对企业集团而言，纳税现金流出呈现为一种“刚性”特征，几乎没有任何弹

性可言。亦即企业集团一旦取得了账面收入与账面利润，无论其质量如何或有无

足够的现金流入保障，都必须严格地依法履行纳税责任。营业收入与营业利润既

然源于营业活动，相应产生的增值税、所得税等就应当而且也必须经由营业活动

取得的现金流入量（扣除付现营业成本后）予以支付。如果营业现金流量纳税保



障比率小于 1，企业集团就不得不通过借款甚至压缩未来营业活动必要的现金支

出进行弥补。这不仅会增大企业集团的财务风险，而且势必将会对其未来的经营

活动以及现金流入能力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企业集团应尽可能使该比率大于

1。 

营业现金流量纳税保障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营业现金流量纳税保障率=（营业现金净流量＋所得税十增值税）÷（增值

税＋所得税） 

三、纳税现金流量预算 

编制纳税现金流量预算，不能孤立地考虑纳税本身的问题，必须从企业集团

资金运动的整体上对现金流量进行统筹规划，即将纳税现金预算纳入企业集团的

总的现金预算体系。通常需要结合下面一些基本方面加以考虑： 

（一）估测预期收益目标、结构及实现进度 

编制纳税现金预算，首先要估算纳税的必要现金支出量，亦即估算需要缴纳

多少税金以及何时缴纳。这需要依据企业集团销售与利润的目标规划以及收益的

来源结构、进度安排来进行。根据总部及各子公司等的目标销售，可以估算出预

计应缴的增值税（预计销项税额-预计进项税额）。对于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还应

当对可能的出口退税金额进行估算。但通常难以对进项税额转出因素加以准确预

计；根据目标收益及其来源结构，可以对预计缴纳的所得税进行估算。在对总体

纳税额度估算后，总部还应当结合收益实现的预计进度，对纳税的时间结构加以

大致确定。这项工作通常是以企业集团预算目标为基础来进行的。 

（二）估算其他各项支出的付现需要 

总部及各子公司等的现金支付需要除了纳税外，还包括其他几个方面：一是

付现性经营管理成本，如以现款采购直接材料、支付直接人工与付现性制造费用、

销售与管理费用等；二是偿付各种到期债务本息，如到期的各种长短期借款、应

付债券、商业信用及其他长期应付款等；三是对股东派发现金股息、红利等。此

外，总部或子公司等进行参股、控股及其他各项金融投资活动等，也都可能引起

对现金的需要。 

对于纳税外的其他各项付现需要，必须在整个现金流量预算中对各自的需要

总额、时间结构作出合理的估算，并与纳税一起，构成集团整体的现金需要总量

与时间结构分布。 

（三）结合历史资料，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状态及时间进度进行测算 

通过测算，考察整个未来现金流入量及时间分布是否与现金流出的需要量及

时间分布匹配、协调。一旦发现二者存在不一致性，就需要事先作出相应的、具

有弹性特征的财务安排，防止现金流入与流出数量与时间结构的脱节。 

（四）评价现金的可调剂程度 

无论是纳税现金流量预算抑或其他各方面的现金预算，与实际的执行结果

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特别是当现金流入量或流入时间不能保证现金流

出量或流出时间需要时，将给集团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为了避免上述情形的

发生，母公司财务部或通过结算中心、财务公司等必须充分利用各成员企业在

现金使用时间上的落差，统筹现金的融通与调剂帮助，发挥集团的财务一体化

优势，确保母公司及各子公司，即集团整体上纳税等各项现金支付的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