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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国贯彻“十二五”精神进行结构性

减税的重要措施，也是实现我国现代税制与现代国家相匹配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 11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明确

从 2012年 1月 1日起，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先行试点，在现行增值税 17%和 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

设 11%和 6%两档低税率。

2012年 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从 2012年 8月 1日起至年底，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

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

到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

等地，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营业税改增值税”已经从地域

和行业两个方面由点到面的逐步渗透开来。本文针对建筑行

业的自身特点，并结合我国建筑企业的实际情况，就“营业税

改增值税”对其产生的影响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尧野营业税改增值税冶 能够有效解决建筑行业重复征税

问题袁从而达到公平税负的目标

所谓重复征税，一般是指同一征税主体或不同的征税主

体，对同一纳税人或不同纳税人的同一征税对象或税源，进行

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征税行为。重复征税依其性质的不同, 可

以分为非规范性的重复征税、税制性的重复征税、法律性的重

复征税和经济性的重复征税四大类。

根据现行税法的有关规定，建筑行业属于营业税的征税

范围，建筑企业需要按收入全额缴纳营业税；建筑行业所用的

材料、设备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建筑材料、设备已纳的增

值税均不能在建筑环节抵扣，因此建筑公司产值里面重复计

征了营业税和增值税，属于税制性的重复征税，加大了建筑行

业的税收负担。

建筑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完善了增值税的抵扣链

条，从而有效地消除了重复征税的问题，使税负更加合理化，

进一步实现了公平税负的目标。

二尧野营业税改增值税冶是国家对建筑行业实施的一项结

构性减税政策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前后流转税税负临界点分析

1. 假设条件：淤某项目的建安总成本为 1 250 元/平方

米，其中材料占总成本的 65%；于材料的增值税税负率为 4%。

2.“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建筑企业流转税税种及税率的

影响（如表 1所示）：

3.“营业税改增值税”前后流转税税负计算公式：

（1）“营业税改增值税”前的建筑环节承担的流转税税

负越建筑企业销售收入伊3%+建筑材料成本/1.17伊4%

（2）“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的建筑环节承担的流转税税

负越建筑企业销售价格/1.11伊11%-材料成本伊17%

4. 分析思路：

（1）将上述假设条件中工厂、工程的单位总成本、材料成

本占比作为已知条件，毛利率作为变量，根据毛利率来反算销

售单价，同时测算建筑全流程的流转税税负。

（2）测算出“营业税改增值税”前后流转税税负率相等的

临界点和变化趋势。

5. 分析结果（见下页表 2）。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当建筑企业毛利率为 47.9%时，建筑企业“营业税改增值

税”前后的流转税税负基本一致。

当建筑企业毛利率大于 47.9%时，建筑企业“营业税改增

值税”前的流转税负比较低；当建筑企业毛利率小于 47.9%

时，建筑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的流转税负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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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国进行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举措。建筑企业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受“营业税改增值税”的

影响将会较大，为更直接了解“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建筑企业的影响，本文从企业税负、收入成本、产业升级等多个方面对其

影响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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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营改增”前后流转税税种和税率的变化

阶段

材料采购

建筑施工

材料采购

建筑施工

税基

工厂产品销售价格

建筑企业销售收入

工厂产品销售价格

建筑企业销售收入

主要税种

增值税

营业税

增值税

增值税

税率

17%

3%

17%

11%

分类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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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建筑企业均能享受到流转税税

负率 3%以上的减税

经统计，2010年，50家上市建筑企业建筑业的毛利率仅

为 8.4%，最低的是科达股份，仅为 2.7%；最高的是三维工程，

达到 25.5%。由此可见，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建筑企业均

能享受到 3%以上的流转税税负率的减税，也就是说能增加

3%以上的利润总额。

三尧野营业税改增值税冶能够提升建筑企业经营业绩

由于营业税是价内税，而增值税是价外税，故实施“营业

税改增值税”后收入、成本的确认金额均会减少，最后对利润

的影响与流转税税负的变化正好成反比。

1. 对收入的影响。“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增值税为价外

税，计算时应以不含增值税的工程造价为计税依据。因此营业

税改增值税后对建筑企业收入的确认会减少，计算公式为：

不含税价格=含税价格/（1+增值税税率），建筑企业设定的增

值税税率为 11%，不含税收入=含税收入/1.11，收入将减少

9.91%。

2. 对成本的影响。“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建筑企业成本

相应降低，计算公式为：不含税成本=建筑材料（含税）/（1+增

值税税率），建筑材料的增值税税率为 17%，不含税成本=含

税收入/1.17，不含税成本将减少 14.53%。

3. 对税费的影响。“营业税改增值税”前，建筑企业营业

税作为税费反映在利润表中，“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增值税不

在利润表中反映，减少税费 3%。

4. 对利润的影响。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利

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建筑企业毛利率水平，

从表 2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毛利率越低时，建

筑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的税负率越低，

建筑企业享受到的减税优惠越大，对建筑企

业的利润影响越大。

四尧野营业税改增值税冶顺应了国家野建筑

企业产业升级冶的政策要求

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1 年）》，国家鼓励建筑类的项目有：

“智能建筑产品与设备的生产制造与集成技

术研究”、“先进适用的建筑成套技术、产品

和住宅部品研发与推广”、“预制装配式整体

卫生间和厨房标准化、模数化技术开发与

推广”、“工厂化全装修技术推广”等。分析

上述项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建筑工业化”

是建筑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一个方

向。

而现行的税收体制严重制约了“建筑工

业化”的发展，建筑工业化程度越高的企业，

建筑工业化产品的增值税税负越重，而建筑

施工环节的营业税税负不变，整体而言流转

税的税负率就越高，税收成本就越高。

“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购入产品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

抵扣，延长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建筑工业化产品在生产销售环

节交了增值税后，能够在建筑施工环节作为进项税额抵扣，所

以不管建筑工业化程度有多高，整体而言流转税的税负率是

不变的。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建筑企业提高机械设备装备水

平，优化资产结构，为建筑行业扩大运营规模提供了有利条

件；另一方面，则通过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和流水线，减少作

业人员，降低人工费支出，又反过来减低企业的成本费用支

出。同时，转让无形资产的行为也将纳入增值税的范畴，这也

必将促进施工企业更新技术、加大研发的投入。因此，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有利于建筑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

企业竞争力，能够促进建筑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更驱使建

筑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建筑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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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元销售
收入在营改
增后的影响
（万元）

27.38

-

-38.98

-105.34

-171.70

-238.06

-304.43

-370.79

-437.15

表 2 “营业税改增值税”前后税负的变化

类别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野营改增冶后

野营改增冶前

对外代建
（2 500元/
平方米）

2 500.00

2 500.00

2 399.23

2 399.23

2 272.73

2 272.73

2 083.33

2 083.33

1 923.08

1 923.08

1 785.71

1 785.71

1 666.67

1 666.67

1 562.50

1 562.50

1 470.59

1 470.59

总成本
费用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其中材料
占总成本
的6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812.5

税
负
率

4.38%

4.11%

4.15%

4.13%

3.83%

4.22%

3.28%

4.33%

2.73%

4.44%

2.17%

4.56%

1.62%

4.67%

1.07%

4.78%

0.52%

4.89%

税负
率差
异

0.27%

-

-0.39%

-1.05%

-1.72%

-2.38%

-3.04%

-3.71%

-4.37%

毛
利
率

50%

47.9%

45%

40%

35%

30%

25%

20%

15%

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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