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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月 1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
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 号）等，自 2012年 1月 1日
起施行。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带来的影响，部分学者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研究。在现代化服务中，出租车已成为人们出行必不

可少的交通工具，是交通运输服务业中的主要形式之一。本文

认为对出租车行业实施“营改增”前后的纳税处理进行分析十

分必要，并且尚未发现有学者对此有所论述。

出租车行业按照购车的出资方式，可以分为出租车公司

全额出资购车、司机个人全额出资购车、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个

人合资购车 3种情况。
一、出租车公司全额出资购车

出租车公司全额出资购车，出租车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

公司将出租车承包给司机驾驶，收取一定的承包费和每月的

管理费。“营改增”前，出租车公司是营业税的纳税人，其取得

的收入和收取的承包费按交通运输业 3%的税率缴纳营业税；
其收取的管理费是提供各项服务而取得的收入，按照其他服

务业 5%的税率交纳营业税。
“营改增”后，出租车公司变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其取得的

收入和收取的承包费、管理费按照“陆路运输服务”征收增值

税。若为一般纳税人，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税率为 11%；若
为非一般纳税人，按照 3%的征收率简易征收。《交通运输业和
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简

称《有关事项规定》）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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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试点实施办法》）第三

条规定的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含本数）的为一般
纳税人，未超过的为小规模纳税人。

例 1：鸿运出租车公司全额出资购买出租车，并且承包给
司机让其驾驶出租车并收取承包费，1月份公司获得营业收
入 2 000万元（其中承包费收入 500万元），管理费收入 100
万元，发生燃油费、修理费等支出 600万元（不含税）并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

1援“营改增”之前的出租车公司的税务处理。由于承包费
包含在营业收入中，所以出租车公司应交纳营业税=2 000伊
3%垣100伊5%=65（万元）。
借：银行存款 2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600
贷：银行存款 6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65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65

税后利润=（2 000-600-65）伊（1-25%）=1 001.25（万元）。
2援“营改增”之后的出租车公司的税务处理。该公司营业

收入超过了 500万元，作为一般纳税人按照 11%的税率缴纳
增值税，增值税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

后的余额。

借：银行存款 2 1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801.8［2 000衣（1垣11%）］
其他业务收入 90.09［100衣（1垣1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08.11

借：主营业务成本 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2（600伊17%）
贷：银行存款 702

应交增值税=208.11原102=106.11（万元）
税后利润=（1 801.8+90.09-600）伊（1-25%）=968.92（万元）
由此可见，出租车公司在实施“营改增”之后纳税增加

41.11万元（106.11-65），税后利润减少 32.33万元（1 001.25-
968.92）。

虽然此案例结果为纳税增加，但这只是个别现象。由于增

值税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

因此，假设应税收入为 X，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Y，则营业税
为 0.03X，销项税额为 0.11X，当（0.11X-Y）-0.03X约0，即 Y跃
0.08X时，在实施“营改增”之后出租车公司纳税会减少。

“营改增”后出租车行业购车业务的纳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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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上海市“营改增”试点办法，对相关试点政策进行解读，结合案例深入分析出租车行业在“营改增”试

点办法实施前后纳税处理及税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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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机个人全额出资购车

司机个人全额出资购车，通常会挂靠在出租车公司并向

公司支付管理费，因此司机为出租车的实际所有人，对车辆有

绝对的经营自主权，即司机个人为出租车经营业务的纳税人。

在“营改增”之前，司机个人所得按照交通运输业 3%的税
率征收营业税，出租车公司收取的管理费按 5%的税率交纳营
业税。在“营改增”之后，司机个人所得按照“陆路运输服务”缴

纳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定，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规定

标准的其他个人不属于一般纳税人，按照简易计税方法 3%的
税率计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应税服

务范围等若干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规定，出租车公司向出租

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出租车属于出租车司机的，不征收增

值税，因此管理费依然按 5%的税率交纳营业税。
例 2：出租车司机甲全额出资购车，挂靠在鸿运出租车公

司进行日常营业，每月交给公司 3 000元管理费，1月份甲取
得客运营业收入 15 000元。

1援“营改增”之前的税务处理。
（1）出租车司机按照个体工商户缴纳营业税=15 000伊3%

=450（元）。
借：银行存款 15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5 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45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450

（2）出租车公司应交营业税=3 000伊5%=150（万元）。
借：银行存款 3 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3 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5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150

2援“营改增”之后的税务处理。
（1）出租车司机为增值税纳税人。
借：银行存款 15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4 563.11［15 000衣（1垣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436.89（14 563.11伊3%）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436.89
贷：银行存款 436.89

（2）出租车公司的纳税处理没有变化，同“营改增”之前。
因此，在实施“营改增”之后，出租车司机要少交税 13.11

元（450 -436.89），税前利润增加 13.11 万元［14 563.11 -
（15 000-450）］，说明实施“营改增”对纳税人是有利的，可降
低税负。

三、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个人合资购车

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个人合资购车，司机个人每月向出租

车公司交管理费。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个人按照出资比例分享

收入以及承担因营业收入产生的营业税或增值税，纳税处理

参照前两种情况。出租车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在“营改增”之前

按其他服务业 5%的税率交纳营业税；在“营改增”之后，由于
出租车不独属于司机个人，故征收增值税。

例 3：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个人按照 19颐1的比例合资购车，
公司 2012年营业收入 400万元，向司机收取管理费 8万元。

1援“营改增”之前的税务处理。
（1）出租车公司的纳税处理：
借：银行存款 388
贷：主营业务收入 380（400伊19衣20）
其他业务收入 5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1.8（380伊3%垣8伊5%）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11.8

（2）司机个人的纳税处理：
借：银行存款 2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400衣2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0.6（20伊3%）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0.6

2援“营改增”之后的税务处理。出租车公司应税服务年销
售额低于 500万元，为小规模纳税人，故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1）出租车公司的纳税处理：
借：银行存款 388（400伊19衣20+8）
贷：主营业务收入 368.93［380衣（1垣3%）］
其他业务收入 7.77［8衣（1垣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1.3（368.93伊3%垣7.77伊3%）
（2）司机个人的纳税处理：
借：银行存款 20（400衣2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9.42［20衣（1垣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0.58（19.42伊3%）

因此，出租车公司纳税减少 0.5万元（11.8-11.3），税前利
润增加 0.5万元［（368.93+7.77）-（380+8-11.87）］；司机纳税
减少 0.02 万元（0.6-0.58），税前利润增加 0.02 万元［19.42-
（20-0.6）］，可见实施“营改增”可降低纳税人的纳税负担。

综上可知，“营改增”实施后，出租车公司作为一般纳税人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时，虽然税率由 3%（营业税）涨为 11%（增
值税），但是应纳税额是否增加具有不确定性，当可抵扣的进

项税额达到一定临界值时，出租车公司纳税会减少。当纳税人

采用简易计税方法时，由于税率没有变化以及计算方法不同，

纳税人纳税减少，税前利润增加。《有关事项规定》规定，试点

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可以选择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为此，笔者建议出租车公

司如果有充足的可抵扣进项税可选择一般计税方法；如果可

抵扣进项税不充足最好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北京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袁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