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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行营业税税制存在的问题

2009年 1月 1日起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标志着我国增值税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对我国宏观经

济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也使得营业税改

革的呼声越来越高。2010年9月1日起，上海率先试点《营
业税差额征税管理办法》，对八大类服务劳务进行营业税

差额征税，可见，营业税改革已提上日程。

我国现行营业税由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确定统一的保险业营业税的税基和税率（除个别调

整外），并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做法简单，容易

推广且较为公平，但依然存在缺陷。具体表现在：

1. 税基过大。我国保险企业的营业税税基主要是保
险企业的营业收入，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是以赔款

形式存在的，是一种或有负债，以此为税基加重了保险公

司的负担。而且，营业税税额的增加使得以营业税税额为

计税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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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总体上不能促进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提升，原因是企

业在专利技术商品化方面能力很弱，因此，单凭专利申请

数量来衡量企业是否重视研发投资长期绩效是不够的，

还应当从商业价值角度去衡量企业的研发成果。

4. 企业研发实力不是靠研发人员规模来衡量的，关
键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队伍。因此，企业应当加强研

发队伍建设，吸收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加入研发团队，这样

企业研发投资长期绩效才能得以提升。

5. 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表现出经验累积效应的特点，
企业经营时间越长，则经验越多，企业研发基础越强，所

以企业研发投资长期绩效越高。

6. 非国有企业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或总裁或执行董
事，凭借高度的集权，他们能综合分析企业资源和内外优

劣势，从长远考虑、兼顾各方利益，从战略上和执行上做

出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长期绩效的决策。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

中国企业整合战略与动态竞争研究”（项目编号：70832003）；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技术并购中的

投资者法律保护、估值的影响因素及整合研究”（项目编

号：GD11CYJ0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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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税负。

2. 税率过高。我国保险业的营业税率为5%，另以营业
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而国外大多数国家的营业税税率在 4%以下。与国内其他
缴纳营业税的行业相比，目前5%的营业税率也高于交通
运输业、建筑业等产业3%的税率。

3. 重复征税。保险企业会进行一些采购，其中一部分
包含有增值税进项税额，无法抵扣；同时，保险营销员的

工资也要缴纳营业税，而保险公司支付给营销员的工资

是从保保费中提取出来的，已由保险公司计提缴纳过营

业税，这就存在营业税的双重计征问题。

除以上不足之外，我国营业税税制还存在税收优惠

不够、税制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亟须改革。

二、营业税改革方案设计

营业税的改革，既要立足于整个税收制度，也要考虑

保险行业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需要，还要兼顾总体税收政

策取向，发挥税收对保险业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功能，

具体可从两个方面改革现行营业税的设计和征收。

1. 对现有营业税税制进行改革。即继续征收营业税，
但要对保险业营业税税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从税制上进

行改革。如：适时适度下调营业税税率，公平税负，减轻保

险企业的税收负担；分险种设置不同的营业税率，细化保

险营业税税制；根据保险业务特点调整和优化营业税税

基，克服重复征税的现象等。

2. 不征营业税而改征增值税。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由于增值税具有体现公平税负的优点，扩大其征税范围

已成为我国流转税税制改革的方向。流转税制中的营业

税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与增值税并存，但划分范围并不

明确，使得营业税的征收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重

复征税问题，“营改增”则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不同保险企业的筹资成本和经营能力不同，其获利

能力也不同。按实际保费收入征收营业税，必然导致不同

保险企业税收负担率不一样，产生税负不公。若对保险业

的保费收支差额征收17%的增值税，则其税负水平跟工商
业一样，因而“营改增”可以解决税负不公的问题。

保险业征收营业税时开具普通发票，“营改增”后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借鉴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做

法，预缴一定的增值税，并按预缴的增值税对赔付的款项

进行抵减，保险企业购进物品中包含的进项税额可全部

或者部分抵扣，这么做就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

三、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为例，具体分析“营改增”对

保险业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进行

分析。中国平安集团是中国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其统一

的品牌、多渠道的分销网络深入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

占有的市场份额仅次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因此本

文认为其经营数据在该行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中国平

安主要有三大业务：保险、银行和投资，本文仅对其保险

业务进行分析。中国平安的保险业务分为平安寿险、平安

产险、平安养老险和平安健康险。

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对保险业征收增值税的国家基

本上都是将保险分为寿险和非寿险，并分别按不同的政

策征税，本文借鉴国外保险业增值税的征税办法进行分

析。鉴于我国寿险和非寿险业务存在较大的差别，税收政

策也不同，因此本文将以寿险和非寿险作为分类标准进

行分析，其中平安寿险、平安健康险和平安养老险属于寿

险业务，平安产险属于财险业务，即非寿险业务。

（一）计算方法和数据准备

在比较营业税税制改革前后影响时，本文将计算出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其他费用之和

与营业税金及附加相比较，因为营业税金及附加基本上

是由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其他费用之

和组成，具有可比性。

在计算增值税时，本文以已赚保费作为销项税额征

收增值税，因为以保费收入作为税基过大，会影响计算数

据的准确性，故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征税办法，对其保费

收入作一定比例的扣除，这样更合理一些。以 17%的税率
征税，是为了顺应国家两税合一的税制改革方向。

中国平安所有业务发生的其他费用总额、年终净利

润总额如表1所示：

表 2列示了中国平安公司各项业务 2009年、2010年
的年终净利润，为增强营业税改革前后数据的可比性，本

文将其他费用按各业务利润对年终净利润总额所占的百

分比进行分摊，计算出寿险业务和非寿险业务各自应分

其他费用

2009年

10

2010年

54

2011年

77

表 1 其他费用 单位：百万元

注：其他费用是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中包含的除营业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之外的费用。

数据来源：2006 ~ 2011年中国平安年报：http：//ir.pingan.
com/gongsibaogao/index.shtml，下同。

人寿保险业务

财产保险业务

银行业务

证券业务

其他业务

合并调整

净利润

2009年

1 0374

675

1 080

1 072

1 281

-

14 482

2010年

8 417

3 865

2 882

1 594

1 180

-

17 938

2011年

9 974

4 979

7 977

963

641

（1 952）

22 582

表 2 年终净利润明细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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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的其他费用额，计算方法如下：

人寿（财险）业务百分比=人寿（财险）业务额÷净利
润×100%
人寿（财险）分摊额=其他费用额×人寿（财险）业务百

分比

根据表 2计算出2009年寿险业务与非寿险业务分摊
的百分比分别是 71.3%、4.7%，因此，寿险业务与非寿险业
务各自的其他费用分摊额是 7.13、0.47。2010年寿险业务
与非寿险业务分摊的百分比分别是 46.9%、21.5%，因此，
寿险业务与非寿险业务各自的其他费用分摊额是 25.33、
11.61。具体如表3所示：

（二）对寿险业务的分析

表4是平安公司2009年和2010年寿险业务的保费收
入、已赚保费、赔款额及保护利益、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营

业税金及附加，平安寿险业务包括：平安寿险、平安养老

险、平安健康险。

表 4中的数据用来计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相应
税费和增值税，以及根据增值税计算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费附加，并将这些税费和寿险业务其他费用分摊

额合并，再与原寿险业务营业税金及附加进行比较，具体

计算方法如下：

保费收支差额=保费的收入-保费支出
应交增值税=保费收支差额×增值税税率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应交增值税×两者的

相应税率

税费合计=应交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
加+分摊的其他费用
增长率=（税费合计-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

附加×100%
上述各式中：保费的收入按已赚保费来计算；保费支

出按赔款及保户利益和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之和

来计算；增值税税率为17%；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
加总税率为10%；其他费用分摊额见表3。经过计算，上述
各项目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 5可以看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使得中国平安
2009年费用降低 65.89%，而使得其 2010年费用增加
5.17%，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按照《营业税征收条例》的规定，保险公司开展

的 1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
税，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是指保期1年以上（包括 1年期）
到期返还本利的普通人寿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业

务，免征营业税。可见以上寿险业务取得的收入基本上不

征税或征很少的税，因此其营业税金及附加数额并不大。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没有考虑这种免税因素，2009年费用
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免税保费收入较多。

其二，营业税改增值税，税率由 5%提高到 17%，这也
是2010年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营业税征收存在免税因素，增值税税率

高，这样计算出的数据可比性不强。若增值税不考虑免

税，将很难确定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缴税金额是增加还

是减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缴纳增值税弥补了营业税的

部分缺点，即不重复征税，但可能增加税负，增加企业的

负担。因此企业应尽量减少原免税业务的增加，即减少短

期寿险业务量，将资金及能力投入到非寿险业务上来，增

加或创新非寿险业务。

（三）对非寿险业务的分析

中国平安的非寿险业务是平安产险业务。表6是平安
公司2009年和2010年非寿险业务即产险业务的保费收入
额、已赚保费、赔款额及手续费佣金支出，这些数据用来

计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相应税费和增值税，以及根

寿险业务百分比

财险业务百分比

其他费用

寿险分摊额

财险分摊额

2009年

71.3%

4.7%

10

7.13

0.47

2010年

46.9%

21.5%

54

25.33

11.61

2011年

44.2%

22.0%

77

34.03

16.94

表 3 其他费用分摊明 单位：百万元

保费收入（1）

已赚保费（2）

赔款及保户利益（3）

保险业务手续费及
佣金支出（4）

营业税金及附加（5）

2009年

73 439

71 876

（63 470）

（7 233）

（664）

2010年

96 877

95 586

（84 277）

（7 790）

（472）

2011年

124 094

123 197

（102 983）

（11 351）

（421）

表 4 寿险业务经营业绩明细 单位：百万元

保费收入（2）

保费支出（6）=（3）+（4）

保费收支差额
（7）=（2）-（6）

应交增值税（17%）
（8）=（7）×17%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
费附加（9）=（8）×10%

其他费用（10）

税费合计
（11）=（8）+（9）+（10）

营业税金及附加（5）

增长量（12）=（11）-（5）

增长率（13）=（12）/（5）

2009年

7 1876

70 703

1 173

199.41

19.941

7.13

226.481

664

（437.519）

（65.89%）

2010年

95 586

93 067

2 519

428.23

42.823

25.33

496.383

472

24.383

5.17%

2011年

123 197

114 334

8 863

1 506.17

150.617

34.03

1 690.817

421

1 269.817

301.62%

表 5 增值税计算明细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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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增值税计算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再将这

些税费及非寿险业务其他费用分摊额合并，就可以与原

非寿险业务营业税金及附加进行比较了。至于增值税征

收方法与寿险业务的征收方法是相同的。

需要说明的是，表6中的保费收入按“已赚保费”来计
算，保费支出按赔款及保户利益和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

金支出之和来计算，增值税税率为 17%，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费附加总税率为 10%，其他费用分摊额见表 3。计
算明细情况如表7所示：

从表 7可以看出，若营业税改增值税，应缴税费额将
降低，2009年降低 36.15%，2010年降低 21.42%。营业税制
下，对财险业务的免税措施很少，几乎可忽略不计，在计

算增值税时也未考虑免税因素，其结果可比性较强。虽然

增值税的税率高出营业税率12%，但其支出扣除的数额也
大，税基较营业税税基小了很多，最终算出的税费额较原

来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少了很多。

综上，本文认为若营业税改革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总的来说对保险业是有利的，保险业务应向非寿险业务

偏移，从而降低赋税。

四、保险企业的应对措施

在服务业“营改增”扩围的背景下，保险业营业税税

制改革势在必行。为此，保险企业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更新和转变经营理念。营业税的改革将会影响保
险企业的产品开发策略、战略发展规划、绩效考核体系、

投资者的关系甚至会计报表科目的设置等各个方面，涉

及了保险企业内部的几乎所有部门，以及各个分公司、子

公司等各个层面。保险企业应对此引起足够重视，转变观

念，更新经营理念，并进行积极的管理变革。

2. 建立健全完善风险控制体系。营业税改革降低了
企业的赋税，同时降低了企业的风险，但不论怎样改革，

总准备金依然在净利润中提取，具有很大风险。为此，保

险企业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完善风险控制体

系，加强自身的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

3. 调整原有核算系统。营业税改革尤其是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会对保险业企业原有会计科目体系产生重大影

响。为此，保险业企业需对原有核算系统中的核算内容和

相关会计科目做相应的调整。同时，为保证税制改革顺利

进行和相关工作的方式协调起来，保险业企业的技术部

门、财务部门和营运部门要密切配合。只有财务部门单枪

匹马开展工作，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困

难，或者达不到预期效果。

4. 认真做好信息系统调整工作，这一环节至关重要。
全面预算管理、战略绩效跟踪和财务分析等管理信息系

统需要根据会计核算信息内容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以

确保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和会计报告决策之间的可比性，

因此，要认真做好从新设置和调整财务系统的工作。

5. 大力引进高素质人才，并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由
于营业税的改革会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计量模型，这给

保险企业会计人员素质提出了很大挑战。为了改革的顺

利实施，保险企业需要加大人才储备，建立人才引进和储

备的制度。同时，加大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力度，让财务人

员尽快接受和理解改革政策和思路。

6. 积极开展同业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开展同业
交流，虚心向同业学习，了解同业中的先行者实施改革后

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步骤，以及工作经验和做法，从而推动

整个行业执行改革的能力，促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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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收入（1）

已赚保费（2）

赔款支出（3）

保险业务手续费
及佣金支出（4）

营业税金及附加（5）

2009年

38 774

28 507

（16 235）

（4 780）

（2 195）

2010年

62 507

45 538

（25 236）

（5 934）

（3 434）

2011年

83 708

63 465

（36 706）

（6 843）

（4 659）

表 6 非寿险业务经营业绩明细 单位：百万元

保费收入（2）

保费支出（6）=（3）+（4）

保费收支差额
（7）=（2）-（6）

应交增值税（17%）
（8）=（7）×17%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
费附加（9）=（8）×10%

其他费用（10）

税费合计
（11）=（8）+（9）+（10）

营业税金及附加（5）

增长量（12）=（11）-（5）

增长率（13）=（12）/（5）

2009年

28 507

21 015

7 492

1 273.64

127.364

0.47

1 401.474

2 195

（793.526）

（36.15%）

2010年

45 538

31 170

14 368

2 442.56

244.256

11.61

2 698.426

3 434

（735.574）

（21.42%）

2011年

63 465

43 549

19 916

3 385.72

338.572

16.94

3 741.232

4 659

（917.768）

（19.70%）

表 7 增值税计算明细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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