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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10年来，会展业在我国发展迅速，展馆数量急剧增

加，展览项目跃居世界第二。据资料分析，会展直接拉动

或间接带动相关行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拉动经济的效

能比为 1∶9，可以说会展业为我国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会展业属于服务行业，“营改增”之前，按照服务业缴

纳营业税。为避免重复征税、达到结构性减税的目的，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颁布相关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将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纳入“营改增”试点范

围。会展业属于现代服务业范畴，当然也被列入试点范

围。

会展业财务管理具有以下特点：①会展业的收入内

容主要有广告收入、摊位费、会务费、报名费、赞助费、代

办费、优惠销售、经营商佣金、注册费收入、大型活动票房

收入等等，内容比较繁多而且复杂，弹性也大。其中赞助

费又包括经费赞助、专项赞助与项目赞助等，如果对它们

不加以分门别类地管理，很容易出现差错。②会展业的商

品实际上是服务，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到利润的多少。就餐

饮来说，又分早点、茶歇、午餐、晚餐等，可采用围桌形式

与自助餐形式，而围桌形式与自助餐形式的餐饮标准与

控制方式又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成本控制难度大，也比

较复杂。③会展企业财务工作不但包括收银、会计核算、

投资、预算、成本控制、财务分析等工作，还融入了更多的

管理内涵。此外，会展企业融资渠道有限、预算编制更复

杂。那么，“营改增”对会展业财务管理有哪些具体的影

响？又该如何应对呢？

二、“营改增”前后会展公司的会计核算

1.“营改增”之前，涉税会计处理比较简单，收入是不

含税收入，确认简单，同时交纳的营业税通过“营业税金

及附加”进行处理。

2.“营改增”之后，收入确认比较麻烦，含税收入要换

算成不含税收入，收入额=含税收入额/（1+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不通过“营业税金及附加”处理，通过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处理，下设“进项税额”与“销

项税额”明细项目，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即应纳增值

税，会计核算相对比较复杂。

此外，进项税额进一步影响到成本费用的处理。比如

运输费5万元，之前全部计入成本费用，“营改增”之后，假

定支付了5万元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计入成本费

用的金额为 4.504 5万元［5/（1+11%）］，另外的 0.495 5万

元作为进项税额处理，需要进行换算。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运输公司为了提高自身效益，有

可能把增值税转嫁到对方身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运输费 5万元、增值税 0.55万元，这样会展公司就要

多支付0.55万元，这种现象应该引起企业重视。

三、“营改增”对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

例：亚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在某展览馆成功举办一

期产品展览会，吸引了 400 家客商参展，取得各项营业收

入总计 100万元。为举办展览会，公司还向展览馆及其他

公司支付了展馆租金 15万元、设备租赁费 15万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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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会展业呈现了突飞猛进的态势。会展业隶属于现代服务业，

已列入“营改增”之列。“营改增”对会展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财务部门应加强管理，合理规划，促进经济效益

的提高。

【关键词】“营改增” 整体税负 价外税 案例

项
目

税
率

计
税
依
据

“营改增”之前

服务业——代理业

5%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实际
代付的场租费、展台搭建费、
广告费、交通费、食宿费等费
用），实行差额征税

“营改增”之后

现代服务业

一般纳税人（年销售
额不小于500万元）

小规模纳税人（年销
售额小于500万元）

增值额

6%

3%

表 1 “营改增”前后的税率与计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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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5万元、交通费5万元、广告设计与制作费10万元、差

旅费 6万元、住宿费 8万元，总计 64 万元，并分别取得发

票。下面是“营改增”前后的税费计算比较分析表，见表2。

通过上面的案例比较分析，我们看出“营改增”之前

的合计税费 10.485万元，“营改增”之后的税费合计一般

纳税人为 10.996万元，小规模纳税人为 12.131 1万元，总

体税负提高了。究其原因，会展业之前营业税基本上实行

差额征收，扣除额包括的项目比较多，额度比较大，税率

名义是5%，但允许扣除之后的综合税率却只有3.5%左右。

而“营改增”之后，虽然运输费、装卸费等增值税专用

发票允许抵扣增值税，但会展涉及的上下游产业比如建

筑安装、酒店住宿、餐饮、旅游、展馆等诸多行业不属于

“营改增”改革范围，也就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

不允许抵扣，从而造成整体税负加大。据媒体报道称，一

家厦门会展企业原本要缴纳 20万元的税，但“营改增”后

税负猛增至 60多万元，增加了两倍多。因此在实施“营改

增”后，会展业整体税收负担加重了。

“营改增”会影响到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与现金流量

表项目。“营改增”之后需要购进税控设备，税控设备支付

的增值税计入增值税进项税额，影响到固定资产的入账

价值，进一步影响到资产总额；而增值税影响到应交税

费，进一步影响到负债总额。

对利润表影响主要是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及利

润；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日常经营活动与投

资活动上。

四、会展业财务管理的应对策略

1. 积极掌握并领会“营改增”相关文件精神，与时俱

进。近几年，“营改增”的相关文件颁布比较频繁，作为

财务人员，应及时熟悉并掌握“营改增”的相关规定。另

外，财务部门要引导销售等相关部门对“营改增”的文件

进行了解和学习，避免因为文件规定不熟悉致使企业多

纳税。

2. 掌握软件、税控设置操作，加强发票管理。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购置税控设备及软件，并熟练掌握相应操作

规程。熟悉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别，符合条件

的申请一般纳税人，及时领购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

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联并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发

票的认证；掌握作废及红字发票的处理，保管好增值税专

用发票等。

3. 科学管理，加强纳税筹划的力度。会展业务涉及的

各项服务，比如运输、装卸、动产租赁、广告设计等尽可能

与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合作，与对方提前沟通好，这样方便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还要注意价款与增值税必须分开

注明，即使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也要取得普通发

票，否则相应的单据不能作为成本费用进行处理。

同时，做好全面统筹规划，合理避税。财务人员要从

全局考虑，从整体上降低实际税负，以达到纳税筹划收

益最大。拿展馆租赁来说，既然不能抵扣，那么可以通过

合作的方式让租赁变为自用，以规避12%的较高的房产税

税率。

“营改增”对会展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

展业在经营过程中上下游产业抵扣链条并没有完全衔接

起来，可能造成短时间内会展业税负加大。但从长远来

看，对企业是一件好事，会展业应利用“营改增”的有利时

机，合理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加强风险控制，促进企业

健康、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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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

增值税

城建税
与教育
费附加

当月
企业
所得税

税费
合计

“营改增”
之前

（100-64）×
5%=1.8

1.8×（7%+
3%）=0.18

（100-64-
1.8-0.18）×
25%=8.505

1.8+0.18+
8.505=10.485

“营改增”之后

一般纳税人

100/（1+6%）×6%-
5÷（1+11%）×11%－
15 ÷（1 + 17% ）×
17%－10÷（1+6%）×
6%=2.419 4

2.4194×（7%+3%）=
0.241 94

［（100/（1 + 6%）－
15－5－6－8－5÷
（1+11%）-15÷（1+
17%）-10/（1+6%）-
0.241 94）］× 25% =
8.334 7

2.419 4+0.241 94+
8.334 7=10.99

小规模纳税人

100/（1 + 3%）×
3%=2.912 6

2.912 6 ×（7% +
3%）=0.291 26

［100/（1 + 3%）-
64- 0.291 26］×
25%=8.927 2

2.912 6+0.291 26
+8.927 2=
12.131 1

表 2 “营改增”前后的税费计算比较 单位：万元

注：“营改增”之后，展馆租赁为不动产的租赁业务，酒店

住宿、搭建等不属于“营改增”范围，不能抵扣；设备属于有形

动产，设备租赁按17%的税率抵扣，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税率为

11%，广告设计与制作属于文化创意服务，增值税税率为6%，

假定相应的“营改增”项目均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无其

他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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