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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1月16日正式下发了

《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

［2011］110号文件），意味着“营改增”不可逆转地拉开了序幕。

国家税制改革初衷是要减少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进行结

构性减税。因为是结构性减税，势必不能做到对各个行业平均

减税。对于管理精细、成本抵扣项目较多的行业来说税负是有

所下降，而对于管理粗放、成本抵扣项目较少的行业来说则很

有可能带来税负的增加。

建筑业就是如此，建筑业营业税率为3%，财税［2011］110

号文件明确规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一起，适用11%的增值

税税率. 而现行大多数建筑业企业在传统的管理方法和粗放

的管理水平情况下，有许多不能取得发票的情况存在，从而导

致税负的实际增加。建筑业作为微利行业，税负的实际增加直

接影响了企业的盈亏情况，有些管理薄弱的企业甚至可能面

临生存危机。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营改增”何尝不是倒逼施

工企业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的良好机遇，如果施工企

业能够利用这个机遇从完善内部体制、运营机制等方面来改

变粗放式的管理方法，相信经过“营改增”，施工企业将能实现

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尧野营改增冶后建筑业税负增加的原因

施工企业要对“营改增”作出应对，首先要弄清楚“营改

增”造成税负增加的具体原因，方能对症下药。“营改增”后税

负增加，主要是因为税率从3%增加到11%后建筑业企业没有

足够的进项税项目可抵扣。具体原因如下：

1.“甲供材料”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开发商直接采购钢

材，钢厂或经销商收到对方的钱当然直接开具发票给开发商，

开发商入账做账也顺理成章，施工企业只能取得相应数额的

结算单，无法取得进项税发票进行抵扣。

2. 外购商品砼支出占可抵扣支出项目总额的比重也较

大，但其增值税可抵扣率一般为6%，比理论上的17%少抵扣11%。

3. 地方材料及辅助材料。一是小规模纳税人没有增值税

发票；二是农民和私人就地采砂、采石就地卖，甚至发票也提

供不了。

4. 装饰企业材料繁杂，供应商以个体户居多，大多数无

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5. 劳务用工的人工工资占合同造价20%以上，无法取得

进项税发票。

6. 固定资产折旧与设备租金无法取得进项税发票，按照

规定只有实行增值税后新添置的机械设备方可对进项税抵

扣，那在“营改增”之前购买的机械设备的进项税都无法抵扣。

7. 水、电、气等能源消耗，也无法取得进项税发票。

8. 筹资成本。即从银行贷款付息后，无法取得进项税发

票。

9. 企业在项目上取得的合同毛利（约3%左右），也不可能

开出进项税发票。

10. 由于业主工程款支付严重滞后，施工企业支付给材

料商的材料款最多也只有70%左右，材料商没拿到钱也不可

能开足额发票给施工企业，时间差造成了施工企业的实际税

负增加。

二尧施工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对于上述因“营改增”造成施工企业税负增加的局面，本

文主要从施工企业内部和施工企业外部两个层面探讨其应对

措施：

（一）施工企业内部层面

1. 收入源头方面。“营改增”造成税负增加，必然导致施

工企业的成本增加。如同其他材料上涨、人工上涨的因素一

样，可以通过公司市场经营部招投标时报价上浮一定的比例

来消化一部分增加的税负，从收入源头上来应对。因为“营改

增”造成税负增加，对整个建筑业来说都是机会均等的，每个

施工企业都面临着税负增加的状况，因此提高报价并不会使

其处于不利局面。

2. 甲供材料方面。对于“甲供材料”现象，应由公司市场

经营部和法务监察部对施工合同进行补充，在签订施工合同

时就加以规范。在合同中约定甲供材料需甲方、总包单位和

建筑业“营改增”试点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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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改增”实施后施工企业很有可能税负会增加。为此，本文从施工企业内外部两个层面入手，探讨了企业的应

对措施，以求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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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签订三方协议，供应商需将合法的可抵扣进项发票提

供给总包单位，因发票未能提供而造成的税负增加由甲方

承担。

3. 供应商选择方面。公司市场经营部及法务监察部应对

内包协议进行规范，在签订内包协议时就要求项目老板尽可

能把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选择供应商的依据，以顺

利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生产管理部应引导项目部合理

选择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应商，财务部在支付工程款

时也应严格把关。对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尽可能取得，

尽量减少以下两种情况出现：淤为了降低原材料成本，不要增

值税专用发票，只要供应商降低价格。于由于原来建筑企业不

能抵扣增值税，所以在选择供应商会考虑进价成本低廉的小

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

4. 劳务用工方面。应由公司技术管理部门尽可能优化施

工方案，提高机械使用比例，减少人工使用，以提高施工效率。

生产管理部门应监督引导项目部提高施工效率。

5. 机械使用费方面。由于只有公司实行“营改增”后新添

置的机械设备方可对进项税进行抵扣，因此，各项目部如需购

置机械设备，尽可能延后购置；如实在需要的，可用融资租赁

或经营租赁方式解决机械使用问题。

6. 水、电、气等能源消耗方面。公司生产管理部门应引导

项目部节约能源，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费。甲方如果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可直接向甲方要求开具水、电、气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但由于甲方一般是房地产企业，可以作为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向当地主管国税部门申请按3%的增值税征收率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

7. 筹资成本方面。公司财务部门应加强资金的预算管

理，其他各部门全面配合预算的执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资金部在选择融资方式时要充分比较，选择最佳的融资方式，

银行贷款时货比三家，确保取得相对最优的贷款条件及相对

最低的筹资成本。同时，区域公司财务部和生产管理部应监督

项目部的资金使用，防止不必要的融资产生。

8. 工程款催收方面。由公司市场经营部和法务监察部对

施工合同进行规范，在签订合同时就对甲方作出约束，补充因

甲方拖欠工程款而造成税负增加的损失赔偿条款。同时，公司

协助项目责任人加强工程款的催收，尽可能减少因工程款结

算滞后而造成的税负实际增加。

9.“营改增”政策培训方面。加强财务部关于“营改增”政

策和增值税申报的培训，提高财务部的会计核算水平，使财务

部能尽快熟悉增值税纳税申报的步骤和环节，并对会计核算

作相应改变，以尽快适应“营改增”政策的实施。

（二）施工企业外部层面

1. 做好测算和积极呼吁的工作准备。住建部2012年4月5

日以建办计函［2012］205号文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建筑业及

相关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调研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2011年营业税缴纳情况进行摸底，对

营改增税负情况进行测算和对比，提出应对策略。因此，公司

应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进行呼吁：淤提出营改增后

税负增加的依据，作最后的努力，以期下调增值税税率。于切

实改变现有各类保证金的交纳办法，比如采取将各类保证金

打包的方法，降低综合保证金的计提比例，以减轻施工企业的

资金压力。

2. 对预决算定额制定部门的反映和呼吁。“营改增”政策

实施后，如果依然根据原来的营业税税率来计算工程款的税

金，将在招投标时就先天不足，造成税金上的实际亏损。因此，

应向预决算定额制订部门呼吁，尽快对预决算定额进行改变，

以适应“营改增”政策的实施。

3. 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固定资产的进项抵扣及未结算

接近竣工项目“营改增”后开票无进项可以抵扣等问题。通过

行业协会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建议对

“营改增”前购置的固定资产进项税抵扣问题根据剩余净值作

出规定，而不是一律不得抵扣。因为建筑业工程建设周期比较

长，对于接近竣工项目但尚未结算的项目，一旦实施“营改

增”，就要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此时就只有销项税额，没有进项

税额了，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对老项目采用一定的过渡措施来

降低税负。

4. 充分利用财政扶持政策，用足用活国家政策。上海进

行“营改增”试点时，出台了具体的财政扶持政策，针对“营改

增”后税负增加的企业进行了财政补助。调查显示，上海仅

有12.6%的企业符合条件并提出了申请，而53.1%的企业表示

根本不了解这个政策，20.8%的企业表示不符合申请条件。而

北京现在申请试点时也准备出台类似的政策，其他试点也很

有可能出台类似政策。因此，施工企业要充分了解及利用财政

扶持政策，用足用活国家政策。

5. 关注“营改增”政策的出台，充分了解具体细则。“营改

增”目前仅在上海一地实施，待试点一旦增加，并在建筑业实

施，而大型的施工企业一般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就会碰到

很多上海试点没有出现的问题。比如上海分公司进项税有结

余，而北京分公司则是销项税大于进项税的，上海分公司的进

项税是否可以去抵扣北京分公司的销项税。这就需要关注“营

改增”政策的出台，充分了解政策并用足政策。

综上所述，“营改增”实施后，由于建筑业管理粗放、成本

抵扣项目少的特点，将面临税负增加的严峻形势。如果施工企

业能积极应对、“内外兼修”，从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以积

极的心态去应对，必能得到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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