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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理论发展

提出了可以用生物学中的”

生命周期”观点来看待企业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发现企业成长过程呈S形曲

线，划分为直接控制、指

挥管理、间接控制及部门

化组织等四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生命周期集大成者：伊查克·爱迪思

提出了一些企业成长模型，

开始注重用模型来研究企

业的生命周期

把企业成长过程分为孕育期、婴儿期、

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贵族期、官

僚初期、官僚期以及死亡期共十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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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和所有生命体一样，有自己的
生命周期。企业在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
发展规律，只有通晓企业的生命周期，
才能把握企业发展过程的变化。

      伊查克·爱迪思在《企业生命周期》
这本书中，把企业比作一个生命体。生
命会遵循自然规律，要经历孕育、出生、
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等阶段，那么
作为一家企业，其实也会经历这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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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一生如同人的一生，也要经历创业、成长、成熟、
壮大和衰退等阶段，由于企业经历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有不同
的特点，对财务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企业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规模、不同的业务需要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不同的
财务管理制度、不同的财务管理方式以适应新形式下业务和
管理需要。

        虽然企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财务在公司管理中的要
求是不一样的，但基本的要求是一致的，即作为组织体系中
不可缺少的职能部门，财务管理首先要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要符合企业发展的大方向，财务管理的内容也必须与企业管
理发展过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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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经营特征-初创期

资金紧缺：企业的初创期往往
处于企业的高投入阶段，资金
需要量大。

产品不成熟：工艺技术尚不稳
定，产品的工艺性创新过程和
创新结果可能需要改进与强化。

制度不规范：企业规章制度不
健全,管理体制高度集权,管理
者可能过于自负而导致决策常
常出现差错。

信息匮乏：对生产经营活动和
外部环境缺乏全面了解,信息
不足导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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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散：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有效
的控制风险，并建立相应的信息支
持系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多元陷阱：由于市场的扩张与销售
规模的扩大，管理者可能头脑发热，
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使企业
容易掉入多元化的陷阱，并导致规
模迅速膨胀。

授权不明确：聘请职业经理人，往
往又难以放权，造成新来的经理人
员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

同业竞争：企业高速成长，开始引
起竞争对手的注意，竞争对手通过
设置进入障碍、低价倾销、垄断中
间商等方式来限制、阻碍成长期企
业的进一步发展。

1、企业生命周期的经营特征-发展期



13

人才缺乏：财务管理的技术与水平
跟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缺乏高素
质的人才和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以
适应企业高速发展需要。

信息混乱：众多的产品、复杂的企
业结构、延长的管理链条使得企业
的控制难度加大、信息量巨增；如
何保证为企业的决策者及时提供有
用的决策信息？

推动变革：企业原有产品的市场已
经饱和，生产能力出现过剩，企业
效益下降，成本开始上升，需要技
术创新、精细化管理来控制企业成
本，使企业完成管理体制的改变。

1、企业生命周期的经营特征-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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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老化：包括硬件的老化(如设
备老化等)和软件的老化（组织系
统老化、思维观念老化、决策模式
老化、技术老化等），从而致使对
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日趋低下，市
场份额下降，销售锐减。

反应迟钝：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反应
能力降低，企业往往不能适应宏观
经济形势和行业环境的变化，不能
适应科技进步的变化，从而使企业
面临淘汰的危险。

人员流失：前途不明，人心不稳，
优秀员工不断流失。

1、企业生命周期的经营特征-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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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调整，注重对企
业财务资源和能力的整合，通过对投资战略、
筹资战略和收益分配战略的动态调整达到企业
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资本增值并实现企业财
务能力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来实现企业
的可持续增长。

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和特征企业在经营规模、
组织形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是有差别的，对其
各自的财务战略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
“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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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初创期

筹资方面：初创时期企业资信水平
低，偿债能力差，资产抵押能力有
限，负债融资缺乏信用和担保支持，
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支持，企业资本
主要来源于创业者和风险资本。

投资方面：企业应根据有限的资金，
选择所能达到的投资规模，通过资
源在一项业务中的高度集中，增加
其主要业务的销售量，提高市场占
有率，从而为企业发展进行原始资
本积累。

分配方面：初创期企业收益低且不
稳定，实现的税后利润应尽可能多
地留存，充实资本，为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因此，这一
时期一般不分配利润。



18

1、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初创期（资本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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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初创期（融资渠道）



20

不同生命周期筹资策略一览表

阶段 财 务 战 略 具体财务管理重点

初创期 股权资本型筹资战略 制定中长期财务规划，保证公司生产与开发资金需要

发展期 相对稳健型筹资战略 研究、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

成熟期 激进的筹资战略 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作用

衰退期 高负债率筹资战略 项目可行性研究制度的完善

1、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初创期（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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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发展期

筹资方面：成长阶段，银行和其
他金融机构都愿意提供资金，企
业举债的资信条件得到满足，通
常能贷到数额大、成本低、附有
优惠条件的贷款。因此，在融资
方式上，企业应该更多地利用负
债筹资。

投资方面：成长阶段的企业宜采
取一体化投资战略，即通过企业
外部扩张或自身扩展等途径获得
发展，以延长企业的价值链或扩
大企业的规模，实现企业的规模
经济。

分配方面：成长阶段企业可以在
定期支付少量现金股利，而送股、
转增股的使用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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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成熟期

筹资方面：成熟期，经营风险相应
降低，从而使得公司可以承担中等
财务风险，可采取相对激进的筹资
战略，采用相对较高的负债率，以
有效利用财务杠杆。保持一个相对
合理的资本结构，负债筹资就会为
企业带来财务杠杆利益，同时提高
权益资本的收益率。

投资方面：采用多元化的投资战略，
以避免资本全部集中在一个行业所
可能产生的风险。

分配方面：成熟期现金流量充足，
筹资能力强，资金积累规模较大，
具备较强的股利支付能力，而且投
资者收益期望强烈，因此该阶段企
业适宜采取高现金股利支付的股利
分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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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衰退期

筹资方面：衰退期仍可继续保持较
高的负债率，而不必调整其激进型
的资本结构。因为防御不是全面的
退缩，而是积累内部力量，寻找新
的机会，在环境有利的条件下，谋
求新的更大规模的发展。

投资方面：应合理地进行投资，谨
慎地进行资本运作，以有效规避风
险；对于那些不盈利而又占用大量
资金的业务，企业则可采取剥离或
清算等退出战略。

分配方面：衰退期阶段企业的获利
能力下降，再投资机会已经枯竭，
但现金流量依然较多，一般采取较
高的股利分配政策，当然，高股利
分配应以不损害企业未来发展所需
投资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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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初创期

初创期的企业可塑性和灵活性较强，
在企业选址、组织形式的选用、设
备选购、甚至产品的研发上有较大
的决策与改变空间。

首先要充分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增
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其次要利用好行业性税收优惠政策，
例如：软件业优惠政策、服务行业
优惠政策、农业企业优惠政策等；

第三，要对各项投资的税负方案进
行详细的测算和比较；

最后，争取选择到合适的税收洼地，
享受税收返还和核定征收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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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初创期（设立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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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初创期（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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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小微企业在相同应纳税所得额条件
下，计算个人独资企业、两人合伙
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应纳税额差异：

þ （1）应纳税所得分别为20万、90万、
150万；

（2）合 伙 企 业 为 两 人 合 伙 ， 且 两 人
出资额相同。合伙人分为自然人个人
和法人企业两种类型，其应纳税所得
额为合伙企业分配所得。其中，合伙
人为法人的，符合小微企业条件。

 （3）公司制企业的股东分为居民自
然人个人和居民法人企业两种类型，
该企业及法人股东均符合小微企业条
件。

    公司制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后，
税收利润全部用于分配。

1、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初创期（组织形式）

全年
应纳
税所
得额

个人
独资
应纳
税额

合伙人
应纳税总额

             公司制企业双重纳税

公司应
纳企业
所得税

个人股东 法人股东

2个
个人

2个
法人

股东 双重 股东 双重

200,000 29,500 19,000 10,000 10,000 38,000 48,000 0 10,000

900,000 249,500 189,000 45,000 45,000 171,000 216,000 0 45,000

1,500,000 459,500 394,000 75,000 100,000 280,000 380,000 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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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初创期（税收洼地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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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日,中

国政府发布《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赋予海南更大改革自主

权以及更灵活的创新制

度设计，旨全面建成具

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

水平自由贸易港。

     《方案》包含总体

要求、制度设计、分步

骤分阶段安排和组织实

施四大方面内容，详细

部署了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自贸港”）的路

线图和时间表。

1、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初创期（税收洼地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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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初创期（税收洼地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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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案例：

1、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初创期（筹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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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借入资本：权益资本 0：1 25：75 50：50 75：25

借入资本 0 1000 2000 3000

权益资本 4000 3000 2000 1000

息税前利润 500 500 500 500

利率（%） - 7 7 7

税前利润 500 430 360 290

应纳所得税 125 107.5 90 72.5

税后净利润 375 322.5 270 217.5

税前权益资本收益率（%） 12.5 14.3 18 29

税后权益资本收益率（%） 9.375 10.75 13.5 21.75

1、企业生命周期的财务战略-初创期（筹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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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

发展期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产品线和组织也不断扩张，人员、
地域管理点快速增多，也加大了
资金调配、费用失控的风险。

首先，要运用好税率筹划的工具，
将企业销售的综合税率降下来；

其次，要利用好具备丰富调节功
能的税基筹划工具，从税基的时
间、税基的分解、税基的最小化
三个方面将其与综合税负降下来；

最后，积极争取国家鼓励类的技
术性优惠，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研发费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等优惠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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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税率的筹划方法 定额税率的筹化方法

       比例税率是对同一课税对

象不论数额大小，都按同一比

例征税，税额占课税对象的比

例总是相同的。其重点主要为

比例税率具有横向公平性，其

主要优点是计算简便，便于征

收和缴纳。

       比例税率主要是通过筹划

使业务适用的税目发生变化。

比例税率的筹划方法

    累进税率是指按课税对象数

额的大小划分为若干等级，规

定最低税率、最高税率和若干

等级的中间税率，不同等级的

课税数额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

课税数额越大，适用税率越高。

       累进税率筹划是指纳税人

通过降低适用税率的方法来减

轻税收负担的筹划方法。

       我国对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等税种，

实行差别定额税率。纳税人可

以对税额进行税收筹划，以取

得一定的税收利益。

        有些企业账册不全、不能

提供完整、准确的收入及成本

费用凭证，无法查账征收，可

以使用核定征收（定额、定率）

的方式筹划，大幅度降低税负。

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税率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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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财税【2016】36号，第三
十九条 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
产，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
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
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
从高适用税率。
混合销售：第四十条 一项销售
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
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的生产、
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
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
物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体
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
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

一、纳税人销售活动板房、机器

设备、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

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不属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

法》（财税〔2016〕36号文件印

发）第四十条规定的混合销售，

应分别核算货物和建筑服务的销

售额，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或者

征收率。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2号 

六、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

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应分别

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

额，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一般纳税人销售外购机器设备

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如果已经

按照兼营的有关规定，分别核算

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

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混合销售的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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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混合销售的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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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基筹划的原理  税基筹化与会计手段

       税基是指计税依据或计

税标准,它包括实物量与价

值量两类:前者如现行资源

税中原油的吨数，消费税中

黄酒、啤酒的吨数，汽油、

柴油的数量。后者如个人所

得税中的个人所得额，营业

税中的营业额等。

什么是税基？

    税基式纳税筹划主要是指

纳税人通过缩小计税基础的

方式来减轻和规避税收负担

的行为。由于流转税的税基

是销售额或营业额，降低税

基难于操作，所以纳税收筹

划降低税基主要侧重点在所

得税方面。

       缩小计税基础一般都要借

助财务会计手段，表现为增

加营业成本费用，降低纳税

所得。在实际操作中，主要

采取改变存货计价法、合理

费用分摊法、资产租赁法、

折旧计算法以及筹资方式选

择等纳税筹划技术。

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税基筹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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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税基筹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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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解读：

       折扣销售不同于销售

折扣。销售折扣是指销售

方在销售货款或应税劳务

时，为了鼓励购货方及早

偿还货款，而协议许诺给

予购货方的一种折扣优惠。

       销售折扣又不同于销

售折让，销售折让是指货

物销售以后，由于其品种、

质量等原因，购货方未予

退货，但销货方需给予购

货方一种价格折让。

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税基筹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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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性条款筹划方法

定额税率的筹化方法

       选择性条款是指对同一纳

税对象，因前提条件发生变化

或者没有变化而可以选择不同

的税收政策。这使得同一纳税

事项在一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

税收处理模式，往往会形成税

负的差距，因此，如何选择，

便是税收筹划需要考虑的事情。

 选择性条款筹划方法

    国家为鼓励或支持某个行业、

地区或某一特殊时期，会出台

包括减免税在内的税收优惠政

策，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优惠

政策，合理筹划，降低税负。

主要形式有：税收减免、免征

额、起征点、 退税、优惠税

率、税收抵免等。

       陷 性 条 款 又 称 “ 税 法 漏

洞”。缺陷性条款多表现在征

收程序、定额税制、转让定价

等方面。税收缺陷性条款是征

纳双方矛盾聚焦点之一，对于

征管方而言，需要不断补充缺

陷，减少税款流失；对于纳税

人而言，要充分利用缺陷性条

款，争取并不违法的税收收益。

缺陷性条款筹划方法

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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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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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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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发展期（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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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

成熟期的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
进、人才资源丰富、管理水平不
断提高，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
竞争能力。

首先，要运用好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两个成本低、见效快、期限
长的税收筹划的工具，兼顾财务
合规的要求，将税负稳定在一个
合理水平；

其次，充分运用税负转嫁工具，
通过集团层面的筹划，使得税负
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更加合理均匀。

最后，加强企业税收风险体系建
设，防范各类税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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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是指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所采
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一类是强调性会计政策，另一类是
可选择的会计政策。 由于这些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以及会计估
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可执行的空间。

       在各种纳税筹划中,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制度最密切,却
不受外部经济技术条件约束。筹划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
改变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营方式,所以利用会计政策选
择进行纳税筹划会越来越受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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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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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会计政策-销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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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收入确认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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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收入确认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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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会计政策-采购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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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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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税负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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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税负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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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成熟期（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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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衰退期

衰退期的企业产品市场份额逐渐
下降，正调整战略寻找新的出路
以引领企业走出危机。

首先，要运用好递延纳税方面的
税收筹划方法，降低税负及现金
流出；

其次，在企业合并、分立、出售
及划转等重组过程中，充分利用
相关税收政策，全面筹划，降低
税收负担。

最后，通过更改企业清算日方法，
使得清算损失与盈利相抵，降低
清算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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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递延纳税筹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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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衰退期（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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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衰退期（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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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筹划-衰退期（并购重组）



感 谢 聆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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