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逐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你准备好了吗？

——“营改增”                     



• 讲解提纲：
• 一、我对增值税的学习与理解；
•     （一）关于增值税常识；

•     （二）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计税方式的改变；

• 二、“营改增”将给企业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应对？
• 三、认真学习，苦练内功，适应“营改增”。



  一、我对建筑业“营改增”的学习和理解

（一）增值税的基本原理、性质和特点等

1、所谓营业税：是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
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
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营业税属于流转税制中
的一个主要税种,而且是价内税。

      例如：建筑企业100元的工程价款收入，其中
不含税造价为96.70元，税金及附加为3.30元。
3.3/96.7=3.41%。因此，建筑业税金取费系数定为
3.41；企业向税务所申报营业税：含税造价100元乘
以3.3%=3.3元。



• 2、增值税的概念：就是国家针对企业在产品加工
生产、修理或提供劳务环节中新增加值征收的一
种流转税，它是价外税。由于我们建筑施工企业
始终没有涉及增值税，所以，我们对它比较生疏。



  33、增值税的性质、增值税的性质

  ☆☆  纯粹的增值税（即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是就所有对货纯粹的增值税（即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是就所有对货

物和劳务供应的物和劳务供应的最终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课征的税收，课征的税收，是由消费者负是由消费者负
担。担。

  ☆☆    但在税收实践中，消费者并不直接向政府付税，而是在但在税收实践中，消费者并不直接向政府付税，而是在

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由企业代收代付。由企业代收代付。

  ☆☆    企业支付增值税，不应该构成其税收负担，企业支付增值税，不应该构成其税收负担，只是影响其只是影响其

现金流和发生遵从成本（如果免税则会导致企业负担进项现金流和发生遵从成本（如果免税则会导致企业负担进项
税的结果税的结果))。如果税制设计的好，额外成本也可相对较低。。如果税制设计的好，额外成本也可相对较低。



• 4、实行增值税的优点和好处

• 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促进社会化分工合作，提高市场效
力，提高服务业竞争力。

• 有利于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 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
展，鼓励科技创新。

• 不仅是与世界通行做法接轨，也是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税
收制度的必然趋势。

• 有效消除营业税的偷漏税现象。



• 5、关于价外税，时至今日不少人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
为价外税一是与企业成本、利润没太大关系；二是国家税
改政策（原则）是结构性减税，因此不会增加企业税负；
三是如果税负明显增加，国家会给予适当补贴或者调整造
价定额标准，水涨船高，羊毛出在羊身上，无须担心。

• 本次税改的做法是：在既有的工程结算收入（或者总产出）
中，按增值税税率切出一块来单列为增值税的销项税，在
中间投入的外购成本中也切出一块来单列为增值税的进项
税，就这样把原来的价内税改变为价外税了。并不是要修
改原有工程造价的计税系数或定额，即便造价计价规则的
调整改变也不可能使造价飙升。



6、关于增加值的计算

     加法：

增加值=折旧+工薪+利息+利润（直接税+股利+留存利益）

      减法：

增加值=销售收入-外购货物和劳务支出（为我国所采用）

  或者，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



         7、增值税的原理及简单数学模型



          8、农产品增值税模拟数学模型



• 通过农产品增值税模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 1、增值税全部由最终消费者承担，不受减免税政策影响
而变化；

• 2、国家减免增值税少收的税金，现金流入允许抵扣的环
节；

• 3、上游供应商若是低税率，下游消费环节的企业税负必
定加重。



  9、以建筑业为例做如下计算：

  假设上述第7原理模型中第4环节为建筑业生产经营过程，
销售收入95，购进成本60，增加值35，

    销项税=95×11%=10.45
    进项税=60×11%=6.6
    购进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为63.2%

    应交增值税=10.45-6.6=3.85

    也等于增加值35×11%=3.85
    原建筑业营业税=95×（1+3.41%）=98.24×3%=2.95
    建筑业税负比原营业税高出0.9个百分点。



10、建筑业营改增的趋势和我的初步认识

• 从上述三例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完全以理论推算，建筑
业实施增值税后，税负略高于营业税，更何况建筑业无法
取得全部应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取可抵扣进项税。所
以，在现有的时代背景和税收环境下，建筑业据实统计的
2011年数据，实施增值税后的结果，（或者说是大概率事
件或者大趋势）是： 

•         收入减少；

•         利润降低；

•         税负增加；

•         现金流受挫。



11、建筑业增值税率是如何测算确定的？

      据业内权威人士介绍，建筑业增值税率11%是充分照
顾建筑业的背景下确定的。据讲，建筑业购进成本要达到
销售收入的72%以上，加权平均进项税率要达到11%以上，
营改增税负会略有降低，才符合本次税改不增加税负的原
则。



 
      建筑业11%税率的演算。

      假设建筑施工产值为1，中间投入为x,列方程式为：

         

          （1-x）×11%≤1×3%

           解方程，得出x≥0.7272

     查阅近四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中建筑业资料反映，建筑业
增加值仅有20%左右，中间投入平均达77%，这种失真的经
济信息，结果导致经济决策脱离了客观实际。

              



• 最新统计，2012年全国建筑企业75,280个， 从业人员4,267.24万
人，总产值137,217.86亿，建筑业增加值26,583.31亿元(增值率
19.4%)，建筑业2012年实际营业税=137,217.86亿元
×3%=4,116.53亿元，如以增加值为基数课征增值税
26,583.31×11%=2,924.16亿元；

• 按照这次税改的规定做法，计算如下：

    销售收入=137,217.86÷1.11=123,619.69亿元

    销项税=123,619.69×11%=13,598.17亿元；

    进项税=137,217.86×73%=100,169.04×11%=11,018.59亿元

    应交增值税=13,598.17-11,018.59=2579.58亿元。

  而保持营业税交税水平，建筑业企业的增值税率是：

       4116.53÷26,583.31=15.49%



           2011年全国建筑企业72280个， 从业人员3852.5万人，
总产值117059.65亿，建筑业增加值22070.98亿元，增值率
18.9%， 建筑业2011年实际营业税=117059.65亿元
×3%=3511.78亿元，   如以增加值为基数课征增值税
22070.98×11%=2427.81亿元；

       按照这次税改的规定做法计算如下：
    销售收入=117059.65÷1.11=105459.14亿元；
    销项税=105459.14×11%=11600.51亿元；
    进项税=117059.65×73%=85453.54×11%=9399.89亿元
    应交增值税=11600.51-9399.89=2200.62亿元。
    而保持营业税交税水平，建筑业企业的增值税率是：
       3511.78÷22070.98=15.9%



• 注意：税改实施后，进项税加权平均税率至关重要。

• 比如，上例中85,454亿的进项业务发生额，假设其中适
用17%税率的占40%，适用11%、6%、3%税率的各占20%，
那么，

• 85,454×40%=(34,181.6÷1.17)×17%=4966.56亿；

• 85,454×20%=(17,090.8÷1.11)×11%=1693.68亿；

• 85,454×20%=(17,090.8÷1.06)×6%=967.40亿；

• 85,454×20%=(17,090.8÷1.03)×3%=497.79亿；

• 集合四项得8125.43亿元，加权平均税率为9.51%，达不
到11%的最低要求。

• 应交增值税=11600.51-8125.43=3475.08亿，比营业税
略低36亿。



• 又如，上例中85,454亿的进项业务发生额，假设其中适
用17%税率的占60%，适用6%税率的占20%，11%、3%税率
的各占10%，那么，

• 85,454×60%=(51,272.4÷1.17)×17%=7449.84亿；

• 85,454×10%=(8545.4÷1.11)×11%=846.84亿；

• 85,454×20%=(17,090.8÷1.06)×6%=967.40亿；

• 85,454×10%=(8545.4÷1.03)×3%=248.9亿；

• 集合四项得9512.98亿元，加权平均税率为11.13%，

• 应交增值税=11,600.51-9,512.98=2,087.53亿。比营业
税低1,424亿。



  假如进项业务发生额占销售收入的50%，（约占总产值45.05
%）。

  105459.14×50%=52729.57亿元
  进项税=52729.57÷1.11×11%=5225.45亿元；
  应缴增值税=11600.51-5225.45=6375.06亿元，税率是
销售收入的6.05%总产值的5.45%；税负上升2.45%。

      我们2011年据实调研测算表明，建筑业能够获取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业务发生额不足总产值的50%（当
然有企业采样估算不足的主观原因和很多行业尚未实施
营改增的客观原因），税改形势的确很严峻。

   (以上计算均不包括附加税费)



• 经过以上对2011年的实际调研测算，分析大量的数据资料，
和增值税原理的讲解，不难看出，建筑业增值税的实施，
关键问题一是恰当的税率；二是外购业务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获取；三是进项税税率加权平均后须达到11%以上。找
到了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环节，依靠广大管理者的聪明才
智，我们就能绘制出解决主要矛盾的路线图，



       （二）、营改增后的计税方法

• 一般纳税人本期应交增值税=本期销项税-本期进
项税

• 销项税=本期含税工程收入÷1.11×11%

• 进项税=∑外购物资或劳务（服务）时获取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上所列的增值税额

• “营改增”以前的原营业税计税方法：

• 应交营业税=含税工程造价×3%



   二、“营改增”将对企业经营管理
      引哪些变化和企业的应对措施？



   

   “营改增”引起企业诸多变化和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如：

• 1、企业施工产值与主营业务收入以及收入的确认

• 2、投招标的组织工作

• 3、工程总承包合同和工程分包合同的签订

• 4、物资采购与销售业务业务

• 5、项目经理部的用工、用料（采购）、质量、进度、资金

     等内部控制体系

• 6、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开具和取得

• 7、会计核算

• 8、资金的周转使用

• 9、企业税收筹划等



• 1、施工产值与主营业务收入之间的变化和调整

• “营改增”以前，属于价内税，施工产值与主营业务收入
是相等的，没有差异。

•  “营改增”后的主营业务收入和营业税制下的主营业务收
入同比相差约10% ，企业如果规划计划期的主营业务收入
要比基期提高15%，施行“营改增”后，只能下达提高指标
5%，否则，就是冒进的计划。 



• 收入的确认

• 1）.完成产值的统计报量

• 2）.工程监理的批量

• 3）.业主的审批量

• 当三者不一致时，如何确认？

• 遵循和体现稳健原则，当孰低确认；如果能够及时收到工
程进度款同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首选业主的审
批付款额为确认量。因为确认了收入就要反映增值税——
销项税。



• 2、投招标的组织策划：争取以工程量清单计算
的不含税造价去投标，增值税取费以价外税的形
式反映，这样对企业有利。尤其是市场投资多元
化之项目，渴望以市场游戏规则洽谈合同造价，
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按质论价，不应受标准定额
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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