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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收入减营业外支出减与之相关的所得税费用后列为税后净

利润；税后净利润加其他综合收益减与之相关的所得税费用

后列为综合收益。

三、利润表三个基本框架之间的转换

1. 转化的基本原则。

其一，异质不得转化原则。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属于不同

性质的要素，分别来自日常活动和非日常活动，与利得、损失

相关的报表项目不得转化为与收入、费用相关的报表项目。例

如，处置存货时，“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不能重分类调整。同类

的利得损失相关报表项目之间可以转化。又如，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时，可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重分类调整至“投资

收益”项目。

其二，资产处置转化原则。当利得、损失的形成与特定资产

相关时，只有将资产处置、进行终止确认时才能进行转化。例

如，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按被投资单位份额确认的“资本公

积”项目，只有在进行股权处置时，才能转入“投资收益”项目。

其三，减值不再转化原则。因为资产减值损失实质上具有

资产部分终止确认的性质，因此在资产处置时不对处置损益

进行调整，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在资产处置时

不做调整。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现减值时，

会计准则规定将记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调入

“资产减值损失”项目。

2. 直接计入利润的利得与损失相关要素之间的转化。这

种转化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转化为

“投资收益”项目，主要涉及的资产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等；另一

类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转化为“营业外收入”或“营业

外支出”等项目，主要涉及的资产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用于出

租目的的“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持有期间租金为收入，处置收

益为利得）。

3. 其他综合收益转化为计入利润的利得与损失。其他综

合收益大部分随着相关资产（经营）的处置转化计入利润，主

要有三类：一类是“资本公积”项目转化为“投资收益”项目，主

要涉及的资产有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

投资、现金流量套期工具等；第二类是“资本公积”项目转化为

“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主要涉及的资产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第三类是“会计报表折算差额”项目转化为“投资收益”项目，

主要涉及境外经营损益的处置。

会计准则中有两类其他综合收益与资产（经营）无关，无

需转化（重分类）计入利润：一类是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者

不行权时，初始进行权益拆分而保留在资本公积的部分；另一

类是在股权激励满足所有非市场条件无法行权时，确认职工

提供服务而保留在资本公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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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前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抵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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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定，试点行业于 2012年 1月 1日后购进

的固定资产进项税可以抵扣，2012年 1月 1日前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不得抵扣。笔者认为此项规定有失税收的公平性，

因此笔者认为对之前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应分情况予以抵扣。

【关键词】营改增 固定资产 进项税 抵扣

2012年 1月 1日“营改增”在上海试点，将原缴纳营业税

的交通运输业及六个部分现代服务业改为征收增值税。根据

统计，上海市上半年有 89%的试点企业在改革后税负得到不

同程度的下降。但令人尴尬的是，不少企业税负出现不降反增

的情况，交通运输业尤为显著。后经多方论证，原因是试点期

间税收配套政策不够完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不足，使得企业

税负增加。最近有关“营改增”的研究中有不少关于如何增加

进项税抵扣率的措施。周艳在《“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的影响探

微》一文中提出“对近五年购置的存量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

按每年的折旧额来核定可抵扣的进项税”。笔者认为不妥，我

国已于 2009年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因此对存量机器设备和交

通工具按年折旧额核定可抵扣进项税与税法不符。

在下文中笔者将详细分析，如何利用固定资产（有形动

产）的可抵扣进项税来扩大增值税的抵扣率。本文提到的固定

资产是指税法规定予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的固定资产，试点

企业在未特殊说明的情况下都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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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抵扣“营改增”之前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

据统计，上海市上半年“营改增”试点企业小规模纳税人

的税负明显下降，一般纳税人的税负总体下降，部分一般纳税

人税负不降反增。关于“营改增”的研究一般认为，试点企业税

负不降反增的主要原因是增值税进项税的抵扣不足。《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

定，试点行业于 2012年 1月 1日后购进的固定资产进项税可

以抵扣，2012 年 1 月 1 日前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不得抵

扣。其实该项规定是造成试点行业税负不降反增的一个重要

因素。下面笔者将根据各个试点行业的资产构成情况并结合

各个试点行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来说明该项规定是如何影响

试点行业增值税纳税额的。

首批纳入试点的行业有交通运输、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

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试点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固定资产占据了

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比例。例如，交通运输业的交通运输

设备、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用于对外租赁的资产，以及其他五个

现代服务业用于公司经营的各种电器设备。另外，一般纳税人

企业应具有一定的规模，所以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试点企

业应该具有规模相当庞大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一般使用年

限较长且购进频率也很低，那么税改后购买的固定资产增加

的进项税抵扣额是很有限的。所以仅靠当期购进增值税应税

货物或劳务的进项税来抵扣增值税，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

明显不足。

例如：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企业，税率为 11%，其运营成

本主要有外购机械设备、燃料费、外购劳务、保险费、路桥费、

自有职工薪酬等支出，只有外购机械设备、燃料费、外购劳务

的进项税可以抵扣。从成本结构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成本无法

进行增值税进项税的抵扣，税率又由之前 3%的营业税税率改

为 11%的增值税税率，如果可抵扣的进项税不足，那么企业将

面临很高的税负。再者，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的企业，税率

为 17%，有形动产租赁的资产可以长期使用，并且重复购买率

很低，如果企业当期未购进新的资产，那就意味着企业当期没

有可抵扣的进项税，企业将面临 17%的税负。

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加大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将 2012年

1月 1日前购进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纳入可抵扣范围。

二、“营改增”之前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的抵扣思路

笔者认为对试点行业固定资产的抵扣规定应该符合我国

目前增值税的类型，因此抵扣规定应该以 2009年 1月 1日为

分界点。对于 2009年 1月 1日之前购进的固定资产按年折旧

额核定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对于 2009年 1月 1日之后购

进的固定资产按固定资产 2012年 1月 1日的账面净值核定

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由于试点行业存量固定资产规模比

较庞大，可能造成当年核定的可抵扣进项税不能全部抵扣，

为了显示税收的公平性，对未全部抵扣的进项税可在下期进

行抵扣。

笔者之所以要用“核定”一词来确定进项税，是出于这样

的考虑，“营改增”之前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向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购买货物或劳务取得的是普通发票，或者即便取得的是增

值税专用发票也超过了抵扣期限（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期

限是 180天），因此通过核定的方法确定可抵扣的进项税是最

优的方法。另外，为什么要用固定资产年折旧额或账面净值而

不是账面余额作为核定可抵扣进项税的基础？原因在于，只有

固定资产剩余的账面净值才参与到 2012年 1月 1日以后的

价值创造，并且固定资产的核算比较规范，其年折旧额及账面

净值也容易获得。

三、应用举例

例 1：甲公司是上海一家成立于 2005年 12月 12日的交

通运输企业，并于 2005年 12月购进了大批量的运输车辆，该

批车辆总价值 2 000万元（不含税），预计使用 10年。为扩大

经营规模，公司于 2009年 12月又购进一批运输车辆，总价值

3 000万元（不含税），预计使用 10年。2012年 1月 1日“营改

增”在上海试点，甲公司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甲公司

2012年上半年“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贷方余额 900万元，上半年外购机械设备、燃料费、外购劳务

产生可抵扣进项税额 300万元，试计算甲公司 2012年上半

年应交增值税是多少？（甲公司固定资产按平均年限法计提

折旧）

（1）2005年 12月购进的固定资产，在 2012年上半年计

提折旧 100万元。

核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100伊17%=17（万元）

（2）首先计算 2009年 12月购进的固定资产在 2012年 1

月 1日的账面净值。

账面净值=3 000-3 000/10伊2=2 400（万元）

核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2 400伊17%=408（万元）

（3）当期核定可抵扣进项税额总额=17+408=425（万元）

（4）本期应纳增值税=900-300-425=175（万元）

例 2：承例 1，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当期发生销项税总额为

700万元，试计算本期应交增值税是多少？

由于本期销项税总额为 700万元，可抵扣的进项税总额

为 725万元（300+425），所以本期应纳增值税额为 0元，未能

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25万元留作下期抵扣。

四、小结

税负过重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营改增”作为一项重要的

结构性减税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降低企业税负。笔者认为将

2012年 1月 1日前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纳入可抵扣范围

是一项很好的减税措施，同时也更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就试

点行业的资产特性而言，扩大抵扣范围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进

项税抵扣不足的问题。税收的节约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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