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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营改增”财务管理应对措施

华云忠

渊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 浙江金华 322100冤

【摘要】本文从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各个层面入手，阐述了在“营改增”实施后施工企业在财务管理各方面应作出的应对

措施，以求在“营改增”的洗礼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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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12年 7月 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自 2012年 8
月 1日起至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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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 10个省（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2013年将继续扩大试点地区。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于 2011年 11月 16日，正式下发了
财税［2011］110号文件“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
案》的通知”，由上海于 2012年 1月 1日首先开始试点。建筑
业“营改增”虽然暂时不在试点范围之内，但预计其将来也会

被纳入，在 110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一起，
适用税率 11%。而在现行大多数施工企业管理方法传统和管
理水平粗放的情况下，有许多不能取得发票从而抵扣困难的情

况存在，从而导致税负的增加。在目前建筑业普遍微利的情况

下，税负的实际增加直接影响了施工企业的盈亏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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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尝不是促使施工企业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的良好机遇，期望施工企业能够利用这个机遇从完善内部体

制、运营机制、内控水平等方面来改变粗放式的管理方法。

总之，施工企业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建筑业“营改增”

的到来。要降低增值税，只能从两方面入手，减少销项税，增加

进项税。下面从工程项目的各项业务流程来探讨施工企业可

以采取的措施。

1. 增值税纳税主体的确定。由于增值税将以各独立核算
且工商注册的分公司为纳税主体，而有些施工企业实行大区

域管理，各区域公司只是虚拟概念的分公司，并没有在当地进

行工商注册，因此，各区域公司应在管理机关所在地进行工商

注册，成为增值税纳税主体，并对各区域公司和下属分公司进

行重新规划调整，确定各自的增值税管辖范围。

2. 调整修订公司相关制度流程。施工企业的相关项目
管理方面的制度及流程，都以营业税为基础，在明确要改成征

增值税后，相关制度和流程都需要修订，同时增值税的管理相

对比较复杂，还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制订单独的管理办法。这些

制度的调整和制订工作要提前做好准备，在建筑业正式纳入

营改增范围之前颁布实施。淤调整《工程项目财务管理办法》，
增加增值税发票管理的内容，增加增值税税金承担的内容，调

整资金预扣方面的管理规定，调整材料款项支付方面的内容，

调整成本支付有账务处理方面的内容等等。于修订工程项目
《目标责任书》格式。盂调整财务信息化的处理办法。榆调整
《项目成本预算管理办法》。虞调整《会计核算制度》。愚制定
《项目增值税管理办法》。明确每个项目增值税的承担主体，建

立每个项目进项税和销项税的登记制度，并与项目部核对等。

3. 建立各项目增值税台账。对实施承包管理的施工企业
来说，“营改增”后应明确增值税由相应项目来承担。但由于各

个工程项目增值税的缴纳并非在工程所在地，而是所属分公

司注册所在地，每个月分公司的增值税包含了多个地方多个

工程的增值税申报，各个工程的销项税、进项税互相抵扣，最

终的税负并不一定等于各个项目税负的简单相加。因此，增值

税须核算到项目部，施工企业应建立各项目增值税销项税、进

项税台账，以确定各项目增值税税负，明确经济责任。

4. 招标、投标、询标过程。营改增对不同的企业造成的税
负影响是不同的，一些没有发票管理或者管理混乱的企业将

会大幅提高税负，大大降低竞争力。在营改增对全行业都会提

高税负的情况下，施工企业可以在招投标过程中，将“营改增”

作为谈判的筹码，适当上浮造价。另外，“营改增”后，招投标的

造价计算规则也将发生变化，施工企业应提前研究对策。

5. 工程合同管理。施工企业关于“营改增”的各项应对措
施中，会有不少措施涉及业主、分包、材料供应等，其中许多措

施需要业主的配合。而这一切，都需要在施工企业与业主的工

程合同中体现。所以，施工企业在业务的承接过程中就需要关

注这些措施。淤合同中明确税收内容：“营改增”后的增值税
由施工单位计算缴纳，甲方不得代扣代缴。于甲供材料：对税
收影响很大，施工企业应从签订施工合同时就加以规范，明确

甲供材料发票应由材料商开发票给施工方，而不是直接开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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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避免甲供材料部分无法抵扣。盂明确发票条款：发票开
具时间和类型、发票丢失的配合责任、开假发票的法律责任。

6. 项目管理人员工资。项目管理人员是劳务支出，施工
企业直接依工资表发放工资，无法形成增值税的进项抵扣。“营

改增”后，各劳务公司如果同样改成缴纳增值税，则项目部应

减少工资发放额度，将管理人员的聘用关系转移至劳务公司，

由劳务公司支付工资，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

7. 项目班组。在施工企业的工程建设中，存在大量的“班
组”形式，这些班组或纯劳务承包，或专项的包工包料，其中

“料”部分可用增值税发票抵扣进项，劳务部分由项目直接发

放工资，无法抵扣进项。所以“营改增”后，如果劳务公司也改

成缴纳增值税，施工企业则应减少劳务班组的劳务工资发放，

改为通过劳务公司发放工资。

8. 劳务分包。劳务的专业分包是政府倡导的方向，在许
多施工企业已有实施。但真正意义上的劳务分包还是比较少，

大部分是形式上的分包，实质上仍是项目班组的形式。“营改

增”以后，劳务公司如果改成缴纳增值税，则没有问题，由其提

供增值税发票进项抵扣。若劳务公司未“营改增”，施工企业则

应努力减少劳务分包的额度，采用多种方法转至可抵扣项目。

9. 钢材、水泥采购。钢材、水泥在建筑成本中有较大占
比，在采购中本身应可取得增值税发票。但在实际工作中，取

得假发票的可能性较大。在“营改增”后，用假发票或虚开增值

税发票抵扣进项税的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必须加强发票的

检查力度，将物流、票流、资金流统一起来，减少风险。

10. 商品砼采购。商品混凝土企业实行简易征收增值税,
税率为 6%，其采购的水泥等不能抵扣进项税。所以，各项目商
品混凝土的采购可采用由施工企业自购水泥委托加工的方

式，将税率较高的水泥用于自身的进项抵扣，减少税率较低的

商品混凝土的进项抵扣。

11. 砂石等材料及辅助材料。工程建设的材料有的由小
规模纳税人提供，无增值税发票，还有的是农民和私人就地采

砂、采石就地卖，甚至发票也提供不了，更无法抵扣。对这些材

料的采购和处理，施工企业应尽量和可以提供正规增值税发

票的单位合作。确实无法取得对方发票时，可要求对方到税务

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据以抵扣。

12. 集中材料采购管理及材料运输管理。“营改增”后，施
工企业应尽量避免为降低成本而选择不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

票及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的现象。施工企业还应努力推行材料

集中采购，既能保证材料质量，又能统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营改增”后，由于材料供应商的增值税可抵扣率为 17%，而运
输业的增值税可抵扣率为 11%，因此，工程建设的材料应尽量
选择由材料供应商运输，并由其开具的发票包括运费来结算。

13. 周转材料。大部分土建项目大量需要周转材料。对于
施工企业来说多数由市场租赁解决。由于“营改增”后周转材

料租赁属于有形动产租赁，在缴纳增值税的范围之内。故租赁

费用应尽可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充分利用 17%的进项

税抵扣增值税。同时，施工企业可考虑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增加自行采购周转材料的比例。

14. 设备。“营改增”后，固定资产采购可全额抵扣进项税。
所以，施工企业可视自身资金情况，适当增加固定资产购买的

比例，减少租赁比例。在“营改增”前，施工企业尽可能延后购

置机械设备，采用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方式，等到“营改增”正

式实施后，才购置机械设备，以充分利用进项税进行抵扣。

15. 甲供材料。甲供材料由业主采购和付款，供应商的发
票开给业主。业主要付工程款时扣回甲供材料价款。由于甲供

材料绝大部分本身属于增值税范围，本可按 17%抵扣进项税。
根据这一点，施工企业可与业主单位进行商谈，建议业主单位

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处理：淤取消甲供材料，全部归施工单位
采购；于甲供材料改为甲指乙供，由施工单位采购并付款；盂
甲供材料继续甲方采购，甲方付款，但甲、乙双方和供应商签

订三方协议，采用乙方委托甲方采购的形式，发票直接开乙

方；榆若业主单位不愿采取以上几种方法，对于税务成本的大
幅上升，可要求业主单位进行补偿。

16. 水电费。工程项目水电费一般由业主先行支付，然后
在工程款中扣回。甲方如果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施工企业可

直接向甲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绝大部分业主不是

一般纳税人，无法提供增值税发票，施工企业可以要求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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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司。也可以考虑采用由甲

方支付，在决算中直接扣减的方式处理，以减少销项税。

17. 项目部资金成本。施工企业项目部资金成本大体分
两类：一为项目经理向银行借款支付的利息，二为项目经理向

施工企业借款支付的利息。项目部各项利息支出，都无法取得

增值税发票。作为项目部，应努力减少资金利息的产生，同时

也可考虑努力改变资金利息的支付方式，减少资金利息列入

项目成本的额度，例如通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供应商，汇票

金额包括材料款和资金利息，从而该利息可由材料供应商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18.“营改增”过渡时期的特殊考虑。营改增过渡前夕，施
工企业应将能开的营业税发票尽量都开足，并将能开的材料

等发票尽量滞后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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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京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估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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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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