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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从 2011年国家“营改增”试点方案出台，交通运输
业和现代服务业、铁路运输和邮政业均已纳入“营改增”

试点范围；试点方案明确建筑业适用11%增值税税率，但
至今未能推行。中国建设会计学会通过调研、测算结果显

示建筑业“营改增”平均增加税负为94%，折合营业税税率
是5.83%，增加2.83个百分点，建筑业“营改增”税负很重。
不少专家、学者都对建筑业“营改增”的税负问题进

行了研究，提出许多不同观点。多数研究者基于上游环节

的现状，认为建筑业“营改增”进项税抵扣不足、税负较

重，采用 11%增值税税率过高；少数研究者忽略进项税抵
扣不足实际情况偏重理论角度，认为建筑业适用于11%税
率；个别研究者基于增值税原理，认为建筑业“营改增”根

本不存在税负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下游环节存在不动

产进项不得抵扣的实际情况，合同定价方式为不确定因

素，不同情况下下游环节承担的税金程度不同；上游环节

存在“营改增”前后两种状况，“营改增”将导致建筑企业

进项税金和价格的较大变化，两种状况的进项税可抵扣

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必须先对建筑业“营改增”进项

的现状和变化、不同合同定价方式下游对进项税税款的

承担等核心问题进行研究，才能得到对建筑业“营改增”

税负的客观和科学的认识。

二、建筑业“营改增”的合同定价方式

1. 建筑业“营改增”的工程造价变化。在“营改增”前，
建筑业缴纳营业税，工程成本含进项税，工程造价是含税

价，存在着重复纳税问题；“营改增”后，建筑业缴纳增值

税，工程成本不含进项税，工程造价是不含税价，避免重

复纳税。建筑业“营改增”前后的工程造价构成见表1。

2. 建筑业“营改增”工程合同定价方式。
（1）增值税合同定价方式。汪松贵等（2014）认为建筑

业“营改增”应采取增值税状况下价税分离合同定价方

式，在这种情况下建筑企业根本不存在税负问题。实际

上，根据增值税实施条例，处于中间环节的建筑企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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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项目

人工费

机械费

材料费

管理费

利润

税金

工程直接成本

工程造价

价税合计

应纳税额

租赁
机械

自有
机械

①“营改增”前
不含税价款

3%营业税

不含税价款

5%营业税

不含税台班费

1.7%

不含税价款

0% ~ 17%增值税

以（1）~（8）为
基础计算

以（1）~（9）为
基础计算

3%营业税

（1）~（8）

（1）~（11）合计

（11）

②“营改增”后
不含税价款

3%或11%增值税

不含税价款

3%或17%增值税

不含税台班费

1.7%

不含税价款

0% ~ 17%增值税

仅以（1）、（3）、（5）和（7）为基础
计算

仅以（1）、（3）、（5）、（7）和（9）为
基础计算

11%增值税

（1）、（3）、（5）、（7）

（1）+（3）+（5）+（7）+（9）+（10）

（11）+（12）

（11）-（2）-（4）-（6）-（8）

表 1 建筑业“营改增”前后工程造价构成

注：①劳务分包企业属于建筑企业的其中一类，税改前
按 3%营业税缴纳，税改后增值税税率为 11%。②机械租赁企
业以前营业税税率为5%，“营改增”后机械租赁属于有形动产
租赁，适用 17%税率。③建筑企业自有机械，在购置时需支付
17%增值税，但其使用年限较长（一般10年），应平均分摊到各
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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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税率11%）包括进项税和建筑企业应纳税额两部分，
即实际销项税由下游环节承担，建筑企业是纳税人但不

是实际承担者。在这种情况下，对照表1“增值税状况”栏，
建筑业税金来源为从下游环节取得11%增值税；税金支出
为支付上游环节进项税和应纳税额，其中应纳税额为11%
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如果支付上游环节的进项税均能
得到抵扣，则建筑业税金收支平衡，建筑业“营改增”并不

存在税负问题。

（2）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根据现行增值税实施条
例，建筑工程属于不动产进项不得抵扣，下游企业不愿意

直接承担建筑业销项税，建筑业并非是真正的中间环节，

建筑工程合同定价不可能采用增值税状况下价税分离方

式。建筑业“营改增”后，下游企业仍按营业税的含税价

（表1中“营业税状况”栏数据）支付给建筑企业。
杨威扬（2012）认为不论建筑劳务公司增值税税率的

高低，建筑劳务公司的税负最终构成建筑施工单位的实

际支出，增值税税负的传导效用将使施工设备租赁公司

的税负最终转移到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成本中来。在

建筑业“营改增”同时，机械租赁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均

会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上游企业势必通过抬高价格将

增加的税务转移到建筑工程的成本中来。

从下游环节角度考虑，认为建筑业“营改增”不应提

高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成本和造价的增加应该由建筑企

业承担；但从建筑企业角度考虑，上游“人、机、料”价格上

涨引起的成本增加应该由下游环节承担。因此，营业税合

同定价方式还存在建筑工程成本增加由建筑业承担和由

下游环节承担两种方式。

三、三种合同定价方式的建筑业“营改增”税负测算

1. 三种合同定价方式下，下游承担的不同税金。①在
增值税合同定价方式下，下游环节承担销项税 11%，但价
税分离不承担进项税。②对于成本增加，由建筑业承担的
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下游环节虽然不直接承担销项税，

但支付建筑业3%营业税和营业税状况下的进项税，为表
1中“营改增”前栏第（2）、（4）、（6）、（8）项合计。③对于成
本增加由下游环节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下游环

节支付建筑业3%营业税和增值税状况下的进项税，为表
1中“营改增”后栏第（2）、（4）、（6）、（8）项合计。
由此可见，在后两种合同定价方式下，下游环节虽然

不直接承担建筑业销项税，但实际支付了部分进项税税

款。

2. 三种合同定价方式建筑业“营改增”税负。增值税
合同定价方式下，应纳税额=11%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
进项税是增值税状况建筑业进项的税金，按理想状态考

虑全部可以抵扣，不存在税负。建筑业“营改增”后，进项

由营业税状况转变为增值税状况，需要支出进项税增加

部分，但建筑业可从下游获得增值税的进项税抵扣。

对于成本增加由建筑业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

式，建筑企业支出进项税增加，实际只是取得“营改增”前

进项税，即增加进项税部分由成本建筑业承担。

对于成本增加由下游环节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

式，下游环节支出进项税增加，实际可取得“营改增”后进

项税，即增加的这部分进项税由下游企业承担。

四、不同情况下建筑业“营改增”进项税分析

1. 建筑工程的进项税“营改增”变化及其构成。“营改
增”将引起进项税变化如下：①劳务分包企业可能存在小
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两种情况，但长期随着建筑企

业需求（可获得进项税抵扣），更多的将转变为一般纳税

人。②材料的简易办法征收和不能开具发票情况基本上
属于客观存在，可不考虑改变。③“营改增”后，材料免税
和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企业将处于市场竞争劣势，长期来

看将转变为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转变为一般纳税

人自身可以得到进项税抵扣，免税材料销售企业很可能

将通过国家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转变为一般纳税人。两者

均可不考虑建筑企业或下游环节承担成本增加。④机械
租赁企业情况基本上与劳务分包企业相同，但其由营业

税转变为小规模纳税人还可减少纳税，短期小规模纳税

人存在可能性更大，但长期将逐步转变为一般纳税人。

⑤自有机械通常有较长的使用周期（10年），购入的营业
税状况进项税税率取 1.7%（17%/10），“营改增”新购机械
虽一次性可抵扣，但使用年限内的有效抵扣率仍为1.7%。
詹敏（2014）以房屋建筑为例对工程项目的主要进项

构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按其分析结果可以列出主

要进项占工程造价的百分比分别为：人工 17.85、材料
66.82（免税部分 3.44、简易办法征收 11.13、不能开具发票
26.46和小规模纳税人 2.76）、机械 6.37（租赁 2.46、自有
3.91）。

2. 住建部测算方式的进项税。目前，住建部测算方式
并未明确合同定价方式，对 11%增值税和进项税由谁承
担、人工和租赁机械的进项税如何考虑也没有说明。只是

采取“11%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方式计算税负。多数认
为人工、机械和大部分材料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取得进项

序
号

1

2

3

合同定价方式

增值税方式

成本增加由建
筑业承担的营
业税方式

成本增加由下
游环节承担的
营业税方式

税金来源①
11%增值税

3%营业税
+“营改增”
前进项税

3%营业税
+“营改增”
后进项税

税金支出②
支付上游

进项税

进项税

进项税

缴纳国家

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

税负②-①
0

11%增值税-3%
营业税-“营改
增”前进项税

11%增值税-3%
营业税-“营改
增”后进项税

表 2 三种合同定价方式下的税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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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抵扣，万元工程产值的进项税为466.60元。

3. 成本增加由建筑业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的
进项税。当材料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状况不变，劳务分

包和机械租赁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时，建筑企业的进项

税较小，万元工程产值的进项税为 539.1元。当材料的小
规模纳税人、免税状况转变为一般纳税人，劳务分包和机

械租赁企业也为一般纳税人时，建筑企业的进项税较大，

万元工程产值的进项税为597.6元。
4. 成本增加由下游环节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

的进项税。当材料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状况不变，劳务

分包和机械租赁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时，建筑企业的进

项税较小，万元工程产值的进项税为 539.1元。当材料的
小规模纳税人、免税状况转变为一般纳税人，劳务分包和

机械租赁企业也为一般纳税人时，建筑企业的进项税较

大，万元工程产值的进项税为808.5元。
不同情况下万元产值工程进项税测算如表3所示。

五、建筑业“营改增”税负分析

1. 不同情况下建筑业“营改增”税负测算。建筑工程
项目万元产值是包含营业税的，故其销售额为 9 700元，
销项税额为：9 700×11%=1 067（元），应纳税额税率为
（1 067-可抵扣进项税）/10 000。营业税状况建筑业缴纳
3%营业税由下游环节承担，实际不存在税负。建筑业“营
改增”各种情况下的税负如表4所示。

2. 建筑业“营改增”的税负分析。
（1）住建部提出的税负测算方式，得到的建筑业“营

改增”税负较重（3%），未对“营改增”前后的进项税和合同
定价方式变化进行 分析，缺乏真实性和说服力。

（2）采取增值税合同定价方式，目前不动产不能抵扣
情况下难以实现。随着房地产业“营改增”和工商企业的

不动产可以抵扣，将在部分建筑工程中可以实现增值税

合同定价方式，建筑业中的部分建筑工程将不存在税负。

（3）建筑业“营改增”，上游劳务分包
和机械租赁企业的小规模纳税人、材料的

小规模纳税人的存在是短期的，从长期来

看它们将转变为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办

法征收也是一种过渡。因此，建筑业“营改

增”成本增加，由建筑业承担的营业税合

同定价方式的税负为 1.31%，成本增加由
下游环节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的

税负为-0.41%。
（4）建筑业“营改增”，如果成本增加

由下游环节承担，营业税状况万元工程造

价将增加 238.2元，一般来说下游环节是
不愿意承担的。因此，成本增加由建筑业

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较为贴近实

际，建筑业“营改增”税负为1.31%。
（5）表 3的税负测算中，占工程造价

26.46%的材料是不考虑进项税抵扣的，随
着建筑业“营改增”的推行，建筑业对上游

销售企业的选择，势必将会引起其中部分

材料销售企业成为一般纳税人，建筑业

“营改增”税负将小于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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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进项

材
料

租赁
机械

自有
机械

人工

小计（元）

进项的税制状况

营改增前

一般纳税人

简易办法征收

小规模纳税人

免税

不能开具发票

5%营业税

均为一般纳税人

3%营业税

营改增后

不变

不变

不变

一般纳税人

不变

一般纳税人

不变

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占造
价的
比例%

23.03

11.13

2.76

3.44

26.46

2.46

3.91

17.85

91.04

住建部
测算方式

税率

17%

6%

3%

0

0

0

0

0

466.6

进项税

391.5

66.8

8.3

0

0

0

合同定价
方式2

税率

17%

13%

3%

17%

0

17%

0

3%

5%

1.7%

3%

3%

539.1 ~ 636.2

进项税

391.5

66.8

8.3

46.9

0

58.5

0

7.4

12.3

6.6

53.6

53.6

合同定价
方式3

税率

17%

13%

3%

17%

0

17%

0

3%

17%

1.7%

3%

11%

539.1 ~ 808.5

进项税

391.5

66.8

8.3

46.9

0

58.5

0

7.4

41.8

6.6

53.6

196.4

表 3 不同情况下建筑工程万元产值的进项税测算

注：合同定价方式2是指成本增加由建筑业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
合同定价方式 3是指成本增加由下游环节承担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机械
租赁企业转变为一般纳税人，合同定价方式2情况由5%营业税到增值税17%，
可抵扣 17%进项税，但需额外支出（17% ~ 5%）税金增加部分，实际抵扣 5%；劳
务分包企业额外支出（17% ~ 3%），实际抵扣3%。

序号

1

2

3

4

不同情况

住建部测算方式

增值税合同定价方式

成本增加由建筑业承担的
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

成本增加由下游环节承担
的营业税合同定价方式

应纳税额
税率%

6.00

4.31 ~ 5.28

2.59 ~ 5.28

税负%

3.00，很重

0，不存在税负

1.31 ~ 2.28，
一般

-0.41 ~ 2.28，
很小

表 4 不同情况下建筑业“营改增”的应纳税额税率和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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