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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7日，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布

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

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的试点。“营改增”破解了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瓶颈，它解决了服务业及第三产业“进项税”不许抵扣的

问题，消除了增值税对服务业及第三产业不平等的问题，实

现了服务业及第三产业税收环环征收、层层抵扣，税制更科

学、更合理，更符合国际惯例。

一、以深刻领悟“营改增”意义为出发点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我国逐步将增值税征税范

围扩大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既符合

国际惯例也符合我国的国情，还将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发展

结构，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 有利于调整产业发展结构，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增值税已经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实施，表明它具有独特

的优势。增值税的核心特征是它的抵扣机制，能够有效地避

免重复征税。

1994年我国建立增值税制度，由于当时条件的制约，在

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没有完全到位。如：服务业保留了征

收营业税。十几年后，这个税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

显出来了：国内服务业的规模小，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十

一五规划当中所有税收指标大都是超额完成的，而营业税没

有达到税收指标。

中国为什么变成了制造业大国，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

制造业征收增值税，而增值税可以抵扣、可以享受出口退税

等政策，而营业税无法抵扣，不能出口退税，对营业额全额征

税，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营业税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原因

之一，使服务企业为避免重复征税而倾向于“小而全”模式。

不利于服务企业的发展，进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营业

税改证增值税，可以调整产业发展结构，完成了“营改增”，将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建设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营改增”将促进企业分工细化：如生产与技术研发的分

离。税改前生产企业购入的营业税不允许抵扣，许多生产业

企业介于外购技术的营业税负担较大，不愿意将研发环节从

本企业分离，而企业因研发中投入人力、财力较高，见效慢，

企业不愿过多投入研发费用，技术得不到及时更新，企业生

产的产品技术落后，很多企业逐渐面临被市场淘汰。加大试

点之后，由于外购研发技术负担的增值税可以抵扣，一些生

产制造企业向外分离研发设计，技术研发有一个良好的环

境，技术更新加快，企业的产品有相对稳定的市场，有利于企

业长期发展，“营改增”可以促进深化专业分工、提高技术创

新效率、增加就业岗位等社会效应。

“营改增”提升了现代服务业和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营改增”后，国际运输、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被纳

入出口零税率范围，可以享受出口退税，推动了这类服务以

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另外，出口货物接受第三产

业的服务，税负减轻，如：提供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劳务所负担的进项税额可以得到退还，增强了出口货物的竞

争力。

2. 促进了结构性减税。“营改增”后，首先降低了现代服

务业的税赋，同时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税赋，如：制造业接受了

运输服务，也可抵扣增值税；从“营改增”试点统计分析来看，

“营改增”后降低了整体的税赋。所以结构性减税，最根本的

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其他还有很多的措施，但是任何一个

措施都没有这个措施力度大，是其他任何结构性减税所不能

替代的。这次“营改增”，是落实国务院结构性减税方针的一

个最重要的举措。

3. 增强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原来增值税和营业

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服务业中所耗用的生产

性的增值税不能抵扣，同时营业税给了制造企业也不能抵

扣，影响了增值税“连环抵扣”作用的发挥，现行的税制增值

税征税范围较狭窄，导致经济运行中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被打

断，这种抵扣效应便大打折扣。“营改增”使增值税抵扣链条

更加完整。

【摘要】“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国税制改革中的里程碑，如何深入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实施，是我们探讨的一个重

要问题。本文从深刻理解“营改增”的意义出发，提出从四个关键点促进“营改增”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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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周密的实施方案、逐步完善的税收制度是“营改

增”的保障点

1. 以点带面，全面推进“营改增”。按照国家规划，我国

“营改增”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

改增”试点。上海作为首个试点城市2012年1月1日已经正式

启动“营改增”，拉开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大幕，上海做“营

改增”试点城市，带动全国“营改增”的推进，从试点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出更科学的“营改增”的制度与

措施。第二步，一次性推开“营改增”的风险比较大，因此采取

了先在 9个省、直辖市的“1+6”行业试点的改革方式，让改革

中出现的问题能够暴露出来，在解决了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

之后，再将改革逐步推开。2013年 8月 1日起，交通运输业以

及 7项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营改增。

第三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营改增”，即取消营业税，按照规

划，有望在十二五（2011 ~ 2015年）期间完成“营改增”。

2. 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以预算管理方面为例，为使“营改

增”顺利实施，国家制定了一些试点的税收等制度如：《财政

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海市开展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2011］538号）、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2012］367号）、《财

政部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预［2012］372号）随着形势发展，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 6月 28日发布“关于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经国务院

批准，自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

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相应废止了财预

［2011］538号、财预［2012］367号和财预［2012］372号文件。为

做好试点期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改征增值税）的

预算管理工作，该制度制定的内容更为全面可行。

三、企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是“营改增”的落脚点

“营改增”对于企业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进行“营改

增”的企业，应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促使“营改增”顺利实施。

1. 加强宣传，提高政策把握能力。企业领导重视，宣传

“营改增”的重要性，认真组织学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

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通过参加财政部门培训、

召开政策研究会、邀请财政部门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辅导等方

式，了解和掌握试点方案及相关政策，用好政策、放大效应，

努力为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发展做出贡献。

2. 开展调研分析。对已实行了“营改增”的试点企业进行

调研，尤其是与自己业务相同的企业，了解试点企业中“营改

增”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困难，借鉴试点企业的成功经验，分析

“营改增”后本企业税负的增减。

从目前试点的情况来看，首先，有95%的试点企业的税负

是减轻或没有产生变化，有5%左右的试点企业的税负有所增

加。其次，所有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众多的个体户都获得减

税，减税的幅度达到 40%。再次，交通运输业中的部分一般纳

税人企业和部分其他行业的企业，其税负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但是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税负增加情况呈现逐步下降

乃至逐月下降的态势。

以上海市交通运输业企业的税负变化情况为例，试点第

一个月，交通运输业企业增负 0.8亿元，而到去年 12月，交通

运输业企业就变成总体减负 0.8亿元，到今年 2月份，交通运

输业企业总体减负 2亿元，北京市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这对

“营改增”的进一步全面实施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提升相关人员业务水平为“营改增”的着眼点

1. 提升财务人员相应的业务水平。“营改增”政策的实

施，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组织财务人员参加相关

政策的培训，加强对“营改增”政策的理解与运用。认真学习

增值税相关政策，如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识；增值税进项

税与销项税的核算；对增值税项目中的很多视同销售或者不

予扣除项目的精准把握；出口退税等，这些会对企业的税务

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营业税一般是按照营业收入直接

征税，计算起来比较简单，当实行增值税后，由于运用的是连

环抵扣的征税办法，所以，提升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科学合

理核算“营改增”转型期的业务，是“营改增”实施亟待解决的

问题。

2. 提高对增值税专业发票的重视。企业所接受的发票

“营改增”以前关注其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随着

“营改增”的实施，取得合法的增值税发票并进行相应的抵

扣，将是企业必需关注的。对于企业如何与上下游合作伙伴

之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衔接，将变得非常重要，稍有不慎

将会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取得合法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企业需重点关注。

3. 加强企业内部相关部门人员对“营改增”政策的学习。

针对企业的销售、采购和福利等相关部门的人员，认真组织

学习增值税的相关政策，理解普通发票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对

本企业的作用，不能按照过去那种只要给发票就可以，仅仅

有发票是不够的，采购环节的人员一定要重点培训，企业其

他涉税岗位人员的专业学习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注意上下游

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些是取得合法增值税发票的

保证，应加强企业内部相关部门人员“营改增”政策的学习，

使“营改增”在企业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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