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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筹划》

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课内实验

课程编码 7320001 学分 2 总学时 32 实验学时 32

课程名称 纳税筹划

课程英文名称 Tax Planning

适用专业 会计学

开课部门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纳税筹划》是为会计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本门课程以税

收基本知识、纳税申报及税收筹划作为授课重点，对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

素养养成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本课程从服务本专业基于工作过程、突出

工学结合的专业培养方案构建的要求出发，主要定位于培养学生的税收知识综合

运用、纳税筹划技能提高方面，以期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

知识目标：掌握各税种纳税筹划的原理、方法等知识内容。

技能目标：具备正确进行涉税业务计算和筹划等基本技能。

方法目标：运用会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法工具。

能力目标：形成从事涉税业务计算与纳税筹划能力。

课程思政目标：

（1）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加强企业纳税筹划的重要性。

（2）在涉税核算与纳税筹划工作中提升敬业精神，增强职业归属感。

（3）明确纳税筹划工作的边界与底线，树立纳税筹划道德。

三、 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增值税纳税筹划训练 6 验证性实验

2 消费税纳税筹划训练 6 验证性实验

3 关税纳税筹划训练 4 验证性实验

4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训练 6 验证性实验

5 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训练 6 验证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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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税种纳税筹划训练 4 验证性实验

7 合计 32 验证性实验

四、 实验安排与要求

五、 实验教学与其它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纳税筹划实验课属于综合运用税法、纳税筹划课程所学过的理论与方法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拓展性实践性内容。该实验涉及会计、税法、经济学等相关课程

的知识。并对“税法”课程的理论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具体表现在：

1.实验形式为上机实验，模拟真实企业环境，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2.宏观环境波动性较大，税收政策随经济环境而变化，并均可由教师在系统

后台进行调整，锻炼了学生对税收政策变化的监控与应对能力；

3.在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操作中，均要求学生能够根据企业的特点及税收政

策等宏观经济信息进行决策，增大决策过程的科学性，锻炼学生利用可获信息进

行辅助决策的能力。

六、 实验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主要依托于纳税筹划软件平台进行实验，由各同学开展纳税申报及纳税筹划

管理活动，以最优的决策取得理想的纳税筹划效果。

七、 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及教学参考资料

教材：自编《纳税筹划课内实验指导书》。

教学参考资料：

《纳税筹划实务（第 8版）》，梁文涛，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ISBN号：

9787512145825。
《税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 年，ISBN 号：

9787522303321。

《纳税筹划》，王卓、司宇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ISBN 号：

9787300298566

序号 实验安排 实验要求

1 增值税纳税筹划训练实验报告 各位同学独立完成每次

实验的报告撰写工作。每次实

验所完成的报告在下次实验

之前提交电子版与纸质版。

各位同学在全部实验完

成后以个人为单位提交 1份纸

质版实验心得。

2 消费税纳税筹划实验报告

3 关税纳税筹划训练实验报告

4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训练实验报告

5 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训练实验报告

6 其他税种纳税筹划训练实验报告

7 实验心得体会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AD%E5%9B%BD%E8%B4%A2%E6%94%BF%E7%BB%8F%E6%B5%8E%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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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实验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标准

1.考勤 10%

2.平时作业、小测验 15%

3.实验报告 25%

4.期末考试 50%

九、大纲制(修)订说明

课程实验教学大纲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可在本部分内容中列出。

大纲执笔人：刘捷

大纲审核人：郭兰英

开课系主任：王志亮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陶晓波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0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