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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改增”政策回顾

2011年 10月 2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决定，从 2012年 1月 1日起，在我国部分地区和

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

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营改增”正式拉开帷幕。同

年 11月 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印

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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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日，上海的交通运输业“营改增”改革试点正

式启动。

2012年7月25日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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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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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

东和厦门、深圳等10个省市。

2013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从2013年8月1日起交通

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在全国范围施行“营改增”。试

点地区从事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纳税人自试

行之日起，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同时在现行增

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又新增11%和6%两档

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 11%税率，而部分现代服务业则

适用 6%税率。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现行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向试点纳税人购买增值税应税服务，可抵扣进项税

额；试点纳税人如果提供符合条件的国际运输服务、向境

外提供的研发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交通运输业作为首批“营改增”试点行业，受“营改

增”影响最大，本文将以部分交通运输业为例为分析“营

改增”前后科负的变化，以期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二、交通运输业成本状况分析

1. 航空运输业成本构成。航空公司的主要成本包括

航油成本、飞机折旧费、维修费、人工服务费和起降费等。

尽管各航空公司的成本略有差异，但是总体上的构成差

别不大，如表1所示：

航空公司的油料成本和维修成本及起降费可以抵

扣，这些项目占到总成本的47%（33%+4%+10%），人工费、

折旧费、租赁费、航空与餐饮费及其他费用都不能抵扣。

2. 公路运输业成本构成。公路运输业采用 11%的税

率。公路运输业的主要成本包括燃油成本、通行费、折旧

费、人工服务费等。总体上的构成如表2所示：

根据表 2，可抵扣的只是燃料费和修理费，共计

33.23%（25.72%+7.51%），人工费与折旧费与通行费都不

可抵扣。道路通行费都是取得小额支出汇总收费，这些支

出很难获得增值税发票用以抵扣，因而这必将使营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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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年4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决定。具体来看，不仅前期试点范

围自2013年8月扩大到全国，而且把广播影视行业也纳入扩容范围，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的改革也会择机推出。

本文将以部分交通运输业为例来分析“营改增”前后税负的变化,并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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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费用支出

油料成本

职工薪酬成本

折旧费

其他营业成本

起降费与停机费

占总成本比例

33%

13%

12%

11%

10%

成本费用支出

销售费用

租赁费

维修费和修理费

航空餐饮费用

行政管理费

占总成本比例

6%

6%

4%

3%

2%

表 1 航空运输业成本构成

成本费用支出

燃油费

通行费

折旧费

人工成本

修理费

占总成本比例

25.72%

26%

10.72%

8%

7.51%

成本费用支出

养路费

其他费用

其他规定收费

保险费

占总成本比例

7.27%

7.14%

6.04%

2.68%

表 2 公路运输业成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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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企业的税负有所增加。

3. 铁路运输业成本构成。铁路运输业采用 11%的税

率。公路运输业的主要成本包括物料水电费、人工费、设

备租赁与维修费，以及折旧费等项目。总体上的构成如表

3所示：

铁路运输业可抵扣的成本只有水电消耗和外购劳

务，大致占企业总成本的25.47%（23%+2.47%）。人工费、设

备租赁费、折旧费、社会综合服务费及其他费用支出都不

允许抵扣。

4. 水上运输业成本构成。水上运输业采用 11%的税

率。公路运输业的主要成本包括燃料成本、人工费、维修

费和折旧费等。总体上构成如表4所示：

水上运输业可抵扣的成本只有燃料消耗，占总成本

的 43.1%。维修费、人工费和设备租赁费及折旧费都不允

许抵扣。

我们通过对成本构成的分析，能够得出大致各个交

通运输行业的成本构成，从中分析出哪些成本是能够凭

票抵扣销项税额，然后从中计算出“营改增”以后应纳增

值税额。

三、交通运输业营改增税负变化分析

1. 研究样本。交通运输业主要包括公路运输、铁路运

输、航空运输、水上运输和管道运输五类。因为管道运输

并没有上市公司数据，所以本文仅采用了公路运输、铁路

运输、航空运输、水上运输四类运输途径的有代表性的上

市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数据（见表5），以此分析交通运输

业税负情况。

2. 计算过程。通过前面对各类型交通运输业行业的

成本结构分析，我们总结出成本中有哪些项目可以凭票

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进而我们可以计算出“营改增”后

应交纳增值税额，再与假设未“营改增”前所纳营业税金

额进行对比，分析出“营改增”对企业的税负的变化及对

企业的影响。

计算过程如下：

（1）销项税额=主营业务收入/（1+11%）×11%
（2）进项税额=主营业务成本×成本中可抵扣的比例/

（1+17%）×17%
（3）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4）应纳营业税=主营业务收入×3%
（5）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差（税负变化）=应纳增值税-

应纳营业税

（6）营改增试点企业实际税负=应纳增值税/主营业

务收入

通过下页表6的计算，营改增试点的22家企业中，只

有一家税负略有降低，其他21家企业税负都有所上升。

四、实施建议

“营改增”的这项增值税扩围政策本意是要降低税

负，然而通过我们上述的计算分析，交通运输行业大部分

企业在“营改增”之后税负都有所上升，“营改增”反而加

重企业的负担，这就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

1. 进一步调低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从上文中

我们测算出，大部分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不减反而加重，

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必须

要加以调整，适当地降低几个百分点，使“营改增”后税负

不至于加重。

成本费用支出

物料及水电费

工资及福利费

设备租赁与维修费

折旧费

占总成本比例

23%

20.09%

18.13%

17.04%

成本费用支出

社会综合服务费

其他

外购劳务

占总成本比例

13.61%

5.66%

2.47%

表 3 铁路运输业成本构成

成本费用支出

燃油成本

维修成本

人工成本

折旧费

占总成本比例

43.1%

5.8%

13.7%

14.9%

成本费用支出

租赁成本

港口成本

保险费

润物料

占总成本比例

14%

10.2%

2.5%

2.5%

表 4 水上运输业成本构成

名 称

富临运业

江西长运

长航凤凰

中信海直

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外运发展

中国国航

海南航空

中国远洋

中海发展

长航油运

中昌海运

中远航运

宁波海运

亚通股份

中海海盛

中海集运

海峡股份

铁龙物流

申通地铁

广深铁路

代 码

002357

600561

000520

000099

600029

600115

600270

601111

600221

601919

600026

600087

600242

600428

600798

600692

600896

601866

002320

600125

600834

601333

类别

公路

公路

航空

航空

航空

航空

航空

航空

航空

水路

水路

水路

水路

水路

水路

水路

水路

水路

水路

铁路

铁路

铁路

2013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01 652 906.9

642 275 287.13

464 222 793.80

242 565 918.20

23 586 000 000

20 659 524 000

869 860 280.29

22 719 031 000

7 291 210 000

15 234 414.20

2 633 077 653.77

1 178 054 333.656 69

103 639 020.03

1 741 577 031.40

238 723 099.19

152 835 887.91

267 305 784.02

7 931 248 891.08

175 750 158.50

1 029 543 526.06

171 454 814.66

3 710 285 901

营业成本

39 927 501.18

579 974 942.46

656 792 694.13

197 023 773.97

23 684 000 000

21 398 555 000

869 583 844.69

22 575 438 000

5 725 948 000

17 099 328 322.34

3 090 327 325.75

1 272 032 632.75

132 342 601.47

1 788 889 558.72

266 972 709.20

148 302 140.12

344 208 566.94

8 624 001 815.43

138 729 640.16

878 670 467.42

141 036 240.91

2 923 098 709

表 5 部分上市交通运输业公司2013年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

□·54·2014.1下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名 称

富临运业

江西长运

长航凤凰

中信海直

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外运发展

中国国航

海南航空

中国远洋

中海发展

长航油运

中昌海运

中远航运

宁波海运

亚通股份

中海海盛

中海集运

海峡股份

铁龙物流

申通地铁

广深铁路

2013年一季度收入

101 652 906.9

642 275 287.13

464 222 793.80

242 565 918.20

23 586 000 000

20 659 524 000

869 860 280.29

22 719 031 000

7 291 210 000

15 234 414 656.20

2 633 077 653.77

1 178 054 333.66

103 639 020.03

1 741 577 031.40

238 723 099.19

152 835 887.91

267 305 784.02

7 931 248 891.08

175 750 158.50

1 029 543 526.06

171 454 814.66

3 710 285 901

2013年一季度成本

39 927 501.18

579 974 942.46

656 792 694.13

197 023 773.97

23 684 000 000

21 398 555 000

869 583 844.69

22 575 438 000

5 725 948 000

17 099 328 322.34

3 090 327 325.75

1 272 032 632.75

132 342 601.47

1 788 889 558.72

266 972 709.20

148 302 140.12

344 208 566.94

8 624 001 815.43

138 729 640.16

878 670 467.42

141 036 240.91

2 923 098 709

营业税

3 049 587.207

19 268 258.61

13 926 683.81

7 276 977.546

707 580 000

619 785 720

26 095 808.41

681 570 930

218 736 300

457 032 439.7

78 992 329.61

35 341 630.01

3 109 170.601

52 247 310.94

7 161 692.976

4 585 076.637

8 019 173.521

237 937 466.7

5 272 504.755

30 886 305.78

5 143 644.44

111 308 577

销项

10 073 711.49

63 648 902.33

46 004 060.65

24 038 063.97

2 337 351 351

2 047 340 216

86 202 370.12

2 251 435 505

722 552 342.3

1 509 716 768

260 935 623.3

116 744 123.2

10 270 533.52

172 588 714.8

23 657 244.06

15 145 898.8

26 489 762.38

785 979 619.8

17 416 682.37

102 026 835.9

16 991 017.67

367 685 990.2

抵扣比

33.23%

33.23%

47%

47%

47%

47%

47%

47%

47%

43.10%

43.10%

43.10%

43.10%

43.10%

43.10%

43.10%

43.10%

43.10%

43.10%

25.47%

25.47%

25.47%

可抵扣的成本

13 267 908.64

192 725 673.4

308 692 566.2

92 601 173.77

11 131 480 000

10 057 320 850

408 704 407

10 610 455 860

2 691 195 560

7 369 810 507

1 331 931 077

548246064.7

57 039 661.23

771 011 399.8

115 065 237.7

63 918 222.39

148 353 892.4

371 6944 782

59 792 474.91

223 797 368.1

35 921 930.56

744 513 241.2

增 值 税

8 614 241.544

42 449 078.26

12 047 878.36

13 851 934.85

1 112 888 551

941 034 922.7

41 244 885.35

1 084 285 360

426 520 830.7

699 037 612

114 423 204.8

56 437 056.04

3 996 170.781

87 777 460.84

11 000 067.92

8 114 894.339

10 170 834.22

377 115 693.8

10 839 510.13

77 409 125.43

13 039 605.31

285 789 533.7

增值税与
营业税差

5 564 654.3

23 180 820

-1 878 805

6574957.3

405 308 551

321 249 203

15 149 077

402 714 430

207 784 531

242 005 172

35 430 875

21 095 426

8 870 00.18

35 530 150

3 838 374.9

3 529 817.7

2151660.7

139 178 227

5 567 005.4

46 522 820

7 895 960.9

174 480 957

实际
税负

0.08

0.07

0.03

0.06

0.05

0.05

0.05

0.05

0.06

0.05

0.04

0.05

0.04

0.05

0.05

0.05

0.04

0.05

0.06

0.08

0.08

0.08

表 6 部分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前与改增后税负表

2. 进一步增加抵扣范围。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税负

增加最主要的原因是成本中能够抵扣进项税额的比例过

少，或者说能够抵扣进项税额的成本过少，建议把人工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纳入抵扣范围，同时要对燃料成

本和固定资产折旧的适应比例纳入抵扣范围，以减轻企

业的税收负担。

3. 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进项税额=运输费用金额×
扣除率”的设置不科学，如果发票开具方是一般纳税人，

运输费用适用的税率是11%，而索取发票方的一般纳税人

只能抵扣7%，这是明显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如果发票开具

方是小规模纳税人，则运输费用适用的征收率是3%，而索

取发票方的一般纳税人却能够抵扣7%，明显多抵扣4%的

税额，因此可能造成大量虚开运输费用发票。综上所述，

进项税额计算公式应改为：

进项税额=运输费用金额×发票开具方的适用税率或

征收率

同时，因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是凭票抵扣，那么如果消

费者以不开发票为由要求商家降低价格，而企业不开票

可以减少税负，双方一拍即合的话，增值税链条必然在这

个环节断掉，偷税也就成为必然。因而要加强完善增值税

的抵扣链条的管理。

五、结语

总而言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具有重要意义，这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平稳过渡将有利

于交通运输行业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从而推动交通

运输行业的长期繁荣发展。对于“营改增”，一方面企业应

做好积极的准备，谨慎改变经营战略，进而有效地降低

税负；另一方面政府要深入调研，出台“营改增”相应配套

政策，给予企业适当补贴，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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