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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航空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孙继湖（教授） 穆晓玲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300300）

【摘要】航空运输业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行业，多方面都受到这次改革的影响。本文以航空运输（物流）服务为

例，具体分析“营改增”对航空公司税负、固定资产投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提出航空公司相关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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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经国务院批准，2011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方案》。方案规定：从 2012年 1月 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其

中，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部分现

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

租赁服务等。截至 2013年 8月 1日，“营改增”范围已推广
到全国试行。从 2014年 1月 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
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至此，交通运输业全部纳入“营

改增”范围。此次重大税制改革对交通运输业尤其是航空

公司影响较大，本文旨在分析“营改增”对航空公司税负、

固定资产投资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提出航空公司的

应对措施。

一、“营改增”政策摘要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我国流转税制的一次重大改

革，是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的发展与推进。其内容实质是在

商品、劳务流转环节全面征收增值税，改变之前按照行业

类别分别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制。目前，世界上有一

百多个国家实行增值税税制，因此，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符

合国际惯例，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营改增”政策
要点包括：①试点纳税人。试点纳税人分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其中连续 12个月内提供应税服务
的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的，为一般纳税人；未超过的单位
和个人为小规模纳税人。②税率。一般纳税人在现行增值
税 17%标准税率和 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 11%和 6%两
档低税率。其中交通运输业由之前缴纳3%的营业税改为
缴纳11%的增值税；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和技术服务、文
化创意、物流辅助、鉴证咨询由之前缴纳5%的营业税改为
缴纳6%的增值税；有形动产租赁业由之前缴纳5%的营业
税改为缴纳17%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的

征收率为3%。
2. 航空公司相关税制变动情况。此次税制改革在税

种、税率等方面均有较大变化，航空公司涉及的相关税制

变动情况如表1所示。

二、“营改增”对航空公司的影响分析

1. 对税负的影响。这次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
营业税的重复征税，进行结构性减税。营业税实行普遍征

收，计税依据为全部营业额，即营业税=营业收入×营业税
税率。由于对每个流转环节都要全额征税，营业税存在重

复征税的问题，因此，营业税税负较重。

而增值税只需要对本环节中商品或劳务增值的部分

进行征税，进项税额可以抵税，即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
=营业收入×增值税税率/（1+增值税税率）-可抵扣成本×
增值税税率/（1+增值税税率）。可见增值税消除了营业税
的重复征税，降低了税负。

正是由于以上效益，“营改增”降低了我国航空公司

税收负担。从2012年“营改增”试点以来，我国三大航空公
司东方航空、中国航空、南方航空的应交税费与2011年相
比都有所下降。具体的应交税费情况如表2所示：

服务类型

航空运输
服务

物流辅助
服务

有形动产
租赁服务

具体税目

航空运输
服务

航空服务

有形动产
融资租赁

有形动产
经营租赁

改革后增值税
税率（征收率）

11%（税率）、
3%（征收率）

6%（税率）、
3%（征收率）

17%（税率）、
3%（征收率）

17%（税率）、
3%（征收率）

改革前
营业税税目

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

融资租赁

租赁业

税率

3%

3%

5%

5%

表 1 航空公司税制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关于将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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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出三大航空公司应交税费变动情

况，将2012年年末应交税费与2011年年末应交税费比较，
将 2013年中期应交税费与 2011年中期应交税费比较。具
体比较情况见表3。

从表 3可以看出，“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实施，确实使
三大航空公司的应交税费都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

中国航空公司税费下降幅度最大，2012年下降幅度高达
83.85%。由此可见“营改增”的减税作用。

2.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航空公司的固定资产主
要有飞机、飞机发动机、高价周转件、建筑物、机器设备

等。其中飞机是航空公司最大的资本性支出，价值较高。

并且航空公司的机队结构对于其竞争力的大小有着重大

意义。

“营改增”税制改革之前，航空公司购买飞机缴纳的

增值税只能计入飞机成本，不能进行抵扣，增加了支付成

本。而“营改增”之后，航空公司购买飞机缴纳的增值税可

以作为进项抵扣，减少公司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减轻税收

负担。此外，飞机租赁业的租赁业务在此次税制改革前缴

纳营业税，改革后改征增值税，航空公司租赁飞机缴纳的

增值税也可以作为进项抵扣减少增值税应纳税额。因此，

这次税制改革会促进航空公司扩充机队，加快飞机的更

新换代，完善机队结构。这对于航空公司争取新航线、提

升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但是，航空公司在改革前购入飞机缴纳的增值税在

“营改增”后不能抵扣。如果航空公司在改革前购入大量

金额巨大的飞机，而这部分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在“营改

增”后不能抵扣，这会增加航空公司的税负压力。因此，

“营改增”前成立的纳税人和“营改增”后新设立的纳税人

会处在不公平的税收待遇之下。

3. 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近几年来，随着全球经济逐

渐复苏，我国民航运输业市场景气持续回升。但是，我国

航空公司与国外同业相比，竞争力仍较弱，在国际市场中

份额较小。民航运输产业属于环境敏感型产业，而税收政

策是民航运输产业政策环境的重要体现。航空公司适用

的税收政策对民航运输产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一个

国家的税收政策可以直接影响该国航空公司的税收负

担，进而影响该国航空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分别建立了符合本国经济

发展需要的税制结构体系。在不同的税制结构体系下，各

国航空公司的税收负担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进行“营

改增”改革前，美国、日本、新加坡、欧盟与我国航空公司

税费情况如表4所示：

从我国与外国航空公司承担税费比较中可以看出，

我国航空公司承担的税负过重，运营成本过高，这制约了

我国航空公司的快速发展，削弱了我国航空公司的国际

竞争力。

我国航空公司使用的干线飞机几乎全部需要从国外

引进。引进飞机有三种形式：购买、融资租赁、经营租赁。

在“营改增”之前，我国航空公司购买和融资租赁飞机需

要缴纳关税、增值税；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需要缴纳营业

税、预提所得税。航空公司引进飞机缴纳的增值税不能抵

扣，增加了资产购买成本，加大了航空公司支出负担。此

外，航空公司的运输收入还要缴纳营业税。这给航空公司

造成了重复征税，加重了税负负担，最终导致航空公司运

营成本过高。

“营改增”之后，航空公司纳入到改征增值税试点范

围。航空公司的运输服务从之前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

值税，同时，航空公司引进飞机缴纳的增值税可以抵扣销

项税额。因此“营改增”消除了航空公司的重复征税，减轻

了税收负担，对于我国航空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着

重要意义。

东方航空

中国国航

南方航空

2011-6-30

16.38

20.74

11.41

2011-12-31

20.02

27.56

13.55

2012-12-31

17.56

4.45

6.57

2013-6-30

15.51

4.41

3.59

表 2 三大航空公司应交税费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三大航空公司2011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1

年年度财务报告、2012年年度财务报告、2013年半年度财务

报告。

东方航空

中国航空

南方航空

2012年末比
2011年末应
交税费减少

2.46亿

23.11亿

6.98亿

2012年年末
应交税费下
降幅度

12.28%

83.85%

51.51%

2013年中期比
2011年中期应
交税费减少

0.87亿

16.33亿

7.82亿

2013年中期
应交税费下
降幅度

5.31%

78.74%

68.54%

表 3 三大航空公司应交税费变动情况

进口环节增
值税和关税

营业税或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租赁业务预
提所得税

民航基础设
施建设基金

美国

0

4%（转嫁
给旅客）

≧15%

0

0

日本

0

5%

30%

0

0

新加坡

0

5%（允许
抵扣进项
税额）

20%

0

0

欧盟

0

0

25% ~ 35%

0

0

中国

5%-22.85%

3%（运输收入）
5%（其它收入）

25%

6% ~ 10%

按照航空公司飞
行航线分类、飞
机最大起飞全
重、飞行里程以
及规定的征收标
准计算征收

表 4 我国航空公司与外国航空公司税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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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基础设施
建设基金1.89%

飞机维修成本
5.93%

飞机经营性租赁
5.94%

发动机及高价
周转件折旧9.06%

工资、薪金及福利
9.34%

餐食及供应品成本
2.72%

飞机起降成本
12.14%

航空油料成本
39.99%

其他12.99%

东方航空公司2012年运输成本结构图

数据来源：东方航空公司2012年年报

三、航空公司的“营改增”应对措施

“营改增”对我国航空公司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与挑

战，如果能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应对措施，航空公司会从中

获得很大效益。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1. 合理选择供应商。在航空公司的成本结构中，可以
抵扣的项目有：航空油料成本、飞机起降成本、经营及融

资租赁成本、飞机维修成本、餐食及供应品成本以及飞机

购置成本。这些支出如果可以获得增值税专用进项发票

则可以抵扣销项税额。而工资、薪金及福利、飞机发动机

及高价周转件折旧、航空公司支付的民航基础设施建设

基金不能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不能抵扣。航空公司成本

中可以抵扣的项目占大部分。东方航空公司 2012年运输
成本结构见下图：

由上图可知，东方航空公司成本中可抵扣的项目占

66.72%。如果这部分支出均可以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则
可以抵扣大量增值税销项税额。可以抵扣的金额直接影

响到航空公司的实际税负。因此，航空公司在“营改增”后

应合理选择供应商，完善对供应商的管理。航空公司在采

购环节应尽量选择能够开具增值税进项专用发票的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如果由于产品质量、采购量等原因只能从

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则应要求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主管

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 提高会计核算精度。财税［2013］106号规定：试点
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

税率或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

税率。

根据现行规定，航空公司提供的旅客利用里程积分

兑换的航空运输服务，不征收增值税；航空公司提供的根

据国家指令无偿提供的航空运输服务，属于《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以公益活动为目

的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另外，试点航空企业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不包括代

收的机场建设费和代售其他航空运输企业客票而代收转

付的价款；试点航空企业已售票但未提供航空运输服务

取得的逾期票证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

值税。

因此，航空公司应该进一步提高会计核算精细程度，

将应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进行严格区分，分别核算不同税

率的销售额，以避免公司从高适用税率导致多缴纳税款。

3. 做好政策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增
值税比营业税涉及业务环节更多，计算更

加复杂。营业税的核算只涉及到销售收入，

而增值税的核算不仅涉及到销售收入销项

税的计算，还涉及到购进固定资产、原材

料、委托加工修理修配等进项税的计算。另

外还需要区分应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区

分可以抵扣进项税与不可抵扣进项税。因

此，航空公司改征增值税后的纳税筹划需

要更多业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航空公司的财务部门应密切关注营改

增相关政策的发布，安排相关人员深入学

习，全面掌握政策规定，理解政策的操作要

点。此外，财务部门还应该做好向相关业务

部门宣传“营改增”政策的工作。例如，航空公司财务部门

可以开展一些政策宣讲会，向业务部门普及税收知识，使

业务人员明确税务管理要求，从而使公司的税收政策和

筹划方案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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