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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先进的工程管理模式，EPC工程总承包近
年来在我国逐步得到了广泛应用。总承包企业利用其核

心技术、优势资源为业主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同时也

为自身获取高附加价值。随着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

革的实施，EPC项目中的勘察设计等服务部分已经纳入
增值税范围，但其中的建筑业劳务目前尚未纳入营改增

范围。此外，EPC工程总承包涵盖了项目从设计、材料设
备采购、建筑安装施工到开工试车等全部建设过程，既采

购货物又提供劳务服务，涉及多种应税行为，再加上EPC
项目一般涉及的投资金额较大，应纳税额可能达到数亿

甚至数十亿，而随着建筑业改征增值税的进程加快，营业

税将被取消，EPC项目混合销售行为也将不复存在，这对
EPC项目税收有较大的影响。
一、“营改增”对EPC项目的影响分析
为简化起见，在分析过程中做如下假设：假定营改增

后项目建设总投资额不变；营改增前EPC项目的设备全
部为总承包企业外购，由业主、总承包企业、供应商签订

三方补充协议，设备部分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抵扣进项税；

为规避风险，项目设计概算中的主材部分在营改增前全

部计入营业额缴纳营业税。

（一）F公司EPC项目概况
F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石油炼油化工一体化企业，近

年来，F公司的大型项目建设基本上采用EPC工程总承包
模式，且由于其石油炼化项目的特点，涉及建筑物、构筑

物等不动产的比例较低，一般来讲设备及主材占投资的

比例较大，平均达到60%以上，对于研究EPC项目税收问
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F公司于 2012年 10月份开始，采用EPC总承包方式
建设汽油选择性加氢装置，总承包企业为CPE辽宁分公
司。该项目总投资 39 270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 15 670

万元，主材费 4 723万元，设备及材料增值税 3 075万元，
建筑安装工程费 10 930万元，其他费用 3 037万元，项目
具体投资情况见表1。

表 1中的项目总投资等于建设投资减设备部分增值
税，对列入主材部分不抵扣进项税，设备及主材均不包括

房屋、构筑物所用材料，相关材料列入建筑工程费。

（二）“营改增”对营业税的影响

对于F公司EPC项目，设备部分缴纳增值税，建筑安
装工程及主材费在营改增前按照建筑业3%税率缴纳营业
税。其他费 6 037万元，其中：预备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因
无法预计费用实际发生情况，未列入总承包范围，暂不计

算营业税；勘测设计及可研编制费 1 650万元，在营改增
后按照 6%税率缴纳增值税；专项评价与验收费 490万元
不计入总承包范围；工程保险费、培训费115万元，营改增
后按照6%税率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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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公司EPC项目投资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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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改增前。建筑安装工程营业额=主要材料费+建
筑安装工程费=6 158+10 930=17 088（万元）。其他服务营
业额=3 257-92-490=2 675（万元）。则：应纳营业税=建筑
安装工程营业额×3%+其他服务营业额×5%=17 088×3%+
2 675×5%=646（万元）。

2. 营改增后。该EPC的建筑安装工程、材料及服务部
分均不再缴纳营业税，应纳营业税额为零。

（三）“营改增”对增值税的影响

对于该EPC项目，在营改增后，设备和材料部分适用
17%的基本税率，勘察、设计等应税服务适用 6%的税率，
建筑安装工程税率为11%，该项目单列的运费主要是超限
设备的运输措施费，营改增后由7%抵扣改为11%抵扣。此
外，该项目建筑物及构筑物所用材料均已列入建筑工程

费，未在主材费单独列示，因建筑物构筑物属非应税项

目，不影响业主的税收，为简化起见，在分析总承包企业

营改增后税费时也不考虑该部分增值税影响。

1. 营改增前的增值税。在营改增前，工程所用主材 6
158万元计入EPC项目营业额缴纳营业税，增值税只涉及
设备部分，其他费用中的超限设备运输措施费可抵扣税

金影响不大，供电费及生产准备费中属于增值税的部分

为业主发生的费用，不计入EPC总承包合同。
（1）销项税额。该项目销项税额为设备部分增值税，

计2 256万元。
（2）进项税额。总承包企业在编制EPC项目预算时，

其中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按照固定的费用定额进行取

费，其他费用部分按照固定费率进行取费，设备及材料则

采用询价或近期订货价格。由于总承包企业的集中采购

优势，其最终采购价格很可能低于正常询价，总承包企业

采购的设备和材料也不可能对业主平价进行销售，因此

很难获得总承包企业实际采购价格的准确信息，在进行

分析时假定其采购设备及材料销售给业主的利润率为

10%（含增值税）。
设备部分进项税额=2 256÷1.1=2 051（万元）；材料部

分进项税额=819÷1.1=744（万元）；运费进项税=100×7%=
7（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为2 802万元，但由于材料
部分计入营业额开具营业税发票，没有视同产品销售开

具增值税发票，因此材料部分的进项税744万元相应地也
不能抵扣，总承包企业在该项目中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为2 058万元。
（3）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2 256-2 058=

198（万元）。
2. 营改增后的增值税。根据营改增试点方案，EPC项

目的建筑安装工程在营改增后适用建筑业11%的税率，服
务部分适用6%的税率，设备部分17%的税率不变，运费税
率 11%。材料部分采购环节增值税税率 17%，建筑工程用
砂、土、石料等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
纳增值税。由于材料采购环节 17%、6%的税率与其 11%税
率存在差异，在目前的试点方案中对营改增后材料部分

如何缴纳也尚未明确，在下面讨论中，假定营改增后材料

部分适用建筑业务11%税率并全额抵扣进项税。
（1）销项税额。营改增后，除设备材料部分缴纳增值

税，建筑安装工程及勘察、设计等服务费也需缴纳增值

税。销项税额=设备部分增值税+材料部分增值税+建筑
安装工程费/1.11×11%+其他费/1.06×6%=2 256+819+10
930/1.11×11%+2 675/1.06×6%=4 309（万元）。
（2）进项税额。因建筑安装工程是以人工和机械费定

额进行取费，没有可以抵扣的进项税，其他费用基本上也

不能取得增值发票抵扣进项税。材料部分营改增后缴纳

增值税，相应抵扣进项税。运费进项税=100/1.1×11%=10
（万元）；进项税额=设备部分进项税+材料部分进项税+
运费进项税=2 795+10=2 805（万元）。
（3）营改增后，该EPC项目销项税额增加2 053万元，

进项税额增加747万元，增值税应纳税额增加1 306万元。
（四）“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1. 对收入的影响。由于假定营改增后EPC项目总造
价不变，销项税额增加 2 091万元，使总承包企业的收入
相应减少2 053万元。

2. 对成本的影响。材料及运费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加
747万元，相应地使成本减少 747万元；营业税减少 646万
元。营业税减少、增值税增加，使税金及附加相应减少或

增加。在计算税金及附加时，包括7%的城建税、3%的教育
费附加、1%的地方教育费。
减少的营业税税金及附加=减少的营业税×11%=

646×11%=71（万元）；增加的增值税税金及附加=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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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名称

勘察、设计、可研编制费

工程监理、设备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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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价、验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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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万元）

1 650

430

490

480

115

100

92

3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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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2 680

6 037

备 注

营改增

营改增，不列入
总承包范围

营改增，不列入
总承包范围

营改增

目前交营业税

营改增

增值税

表 2 F公司EPC项目其他费用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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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11%=1 309×11%=144（万元）；营改增后减少的成
本=增加的进项税+减少的营业税+减少的营业税税金及
附加-增加的增值税税金及附加=747+646+71-144=
1 320（万元）。

3. 对利润及所得税的影响。营改增使总承包企业的
收入减少 2 053万元，成本减少 1 320万元，利润降低了
733万元，相应减少所得税 183万元，净利润减少 550万
元。

（五）“营改增”对EPC项目的影响
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总承包企业总体税负

增加 550万元，净利润减少 550万元。税负增加及利润减
少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

1. 建筑安装工程部分基本上没有可以抵扣的进项
税。因安装工程是以人工定额为基础进行取费，建筑工程

以人工加上机械台班进行取费，这部分人工和机械基本

上没有可以抵扣的进项税。在本案例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10 930万元，营改增后需要交纳增值税 1 200余万元，是
营改增税负增加的主要原因。

2. 对业主的影响。营改增后，业主可以抵扣的材料等
进项税增加747万元，专项验收等费用抵扣的进项税增加
了 33万元。专项验收等进项税=（490+92）/1.06×6%=33
（万元）。营改增后，业主可抵扣进项税增加782万元，相应
地使工程成本降低780万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建筑业营改增使总承包企

业和业主的增值抵扣链条更加趋于完整。对于总承包企

业来讲，由于占工程造价比重较大的人工部分没有可以

抵扣的进项税，营改增使得总承包企业利润水平下降、总

体税负上升。对于业主来讲，原来不能抵扣进项税的材料

现在可以按照11%的税率进行抵扣，增加了进项税额，相
应地降低了工程成本，因此可以说业主是建筑业营改增

的最大受益者。

二、EPC项目“营改增”后的应对措施
1. 从政府层面来讲，需要结合国内经济发展以及改

革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税收征管及建筑企业管理现状，

对建筑业营改增相应的税制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完善税收征管机制，稳步推进建筑业营改增实施步伐。

一是合理设计税率。根据目前的营改增实施方案，建

筑业营改增后执行11%的增值税税率，但是从目前情况来
看，无论是建筑行业协会的调研还是企业的实际测算都

反映 11%的税率偏高，营改增后建筑业实际税负不降反
升。在税率设计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建筑

业改征增值税后，原来的混合销售行为已不复存在，但对

于建筑业来讲，货物销售与提供劳务还是紧密交织在一

起，如果仅设置 11%一档税率，那么与采购环节 17%的税
率还是存在 6%的差异，进而又带来如何抵扣进项税的问
题。因此建议结合建筑行业的特点进行细化，制定多样化

的税率，彻底将货物税与劳务税分开。

二是拓宽进项税取得渠道。由于建筑业的特点，人工

以及大部分材料等无法取得进项税，这是营改增后企业

税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适当扩大

建筑业增值税抵扣范围，对一般纳税人标准适当进行调

整，使劳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建筑业相关企业纳入一般纳

税人范畴，进一步拓宽进项税发票取得渠道。

2. 对于总承包企业，一是要提前研究、筹划，建立并
完善增值税管理体系，明确营改增后的管理流程，落实单

位内部各部分的增值税管理职责，做到分工明确、全员全

过程管理。同时要加强营改增后增值税管理流程以及具

体业务操作的培训，为企业全面适应营改增打好基础。二

是结合企业实际业务，对营改增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把纳

税筹划贯穿到EPC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根据企业税收
筹划的需求对各项业务管理流程进行优化与完善，在保

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保证项目的收益。此外，对于

总承包企业和业主来说，都需要根据营改增后的变化，对

原有的招投标报价方式进行调整，避免招投标报价中的

税收风险与损失。

【注】本文受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编号：

2013B002）、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规划项目（编号：
12210231052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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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印花税实行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

额，营改增对EPC项目的印花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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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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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营业税

增值税

销项税

进项税

应纳税额

税金及附加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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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利润总额

企业所得税

印花税

合 计

营改增前

646

256

2 058

198

营改增后

0

4 309

2 805

1 504

营改增的影响

-646

2 053

747

1 306

73

-2 053

-1 320

-733

-183

0

550

表 3 营改增对总承包企业的影响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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