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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多次表示，营改增将在
2015年全面完成，这也意味着建筑企业“营改增”日益迫
近。营改增后建筑企业适用 11%的增值税税率，进项税额
的多少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税负的高低，而决定进项税额

多少的因素是上游的材料商、分包商、服务商的税率高

低，以及是否可获得能抵扣的进项税发票。由于存在人工

费、甲供材、地材等大量不可抵扣的进项税支出，造成建

筑业企业税负大增。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增值税是价外

税，采用税款扣除法来计税，而企业存在的大量不可抵扣

的进项税支出也成为税负增加的主要原因。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若维持原有价格水平报价，由

于增值税是价外税会导致企业收入降低，同时企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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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会计准则改革不能单纯地考虑经济全球化的

需要，更要考虑同国内税收法律政策的最大限度衔接，尽

可能减小税会差异，减少不必要的调整麻烦。虽然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4］63号文规定了新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
报表较以前有巨大进步，但这不能解决税会差异拉大的

问题。为此，笔者建议国家要求跨国经营企业或开展国际

业务等涉外企业采用现在已同国际会计准则完全接轨但

同国内税收思想、体制存在脱节的会计准则，对国内企业

特别是会计基础和会计力量普遍较薄弱的民营企业则沿

用原企业会计制度（2006年之前的）和小企业会计制度，
或者以此为基础专门建立一套适合国内企业的会计准

则。通过会计规范指南的“一国两制”，降低税会差异处理

的操作难度，力争会计涉税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四、小结

综上，会计风险是任何企业都应关注的问题，它既可

能给企业造成税收利益重创，也可能扼杀企业的经济贡

献和社会责任。所以，企业不能将目光狭隘地盯在税负目

标上，而应该高度重视会计的管理职能，设立必要的纳税

会计岗位的同时，赋予会计以更多的经营参与权和内部

控制话语权，确保会计能够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的各种动

态信息，并努力将会计理财思想和纳税筹划意识渗透于

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以及微宏观决策的全部过程。

同时，企业各级领导必须高度支持会计工作，重视会计意

见特别是定期财务分析报告中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

努力为会计创造条件去参加相关岗位的业务培训、经验

交流、专业学习，调动会计工作积极性和对企业的集体使

命感和责任感。当然，会计人员也应珍惜专业声望和职业

荣誉，在不断潜心钻研本岗业务技能的同时，矢志不移地

结合企业实际虚心研究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差异及其纳税

影响，探索纳税筹划策略，始终用风险意识武装工作活动

和行为，谨慎地对待每一笔经济业务，坚持冷静分析和准

确无误地确认业务性质，坚持依规核算、依法计税，通过

高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将税收法律制度和会计准

则有机融合执行，共同铸成杜绝会计风险和坚固企业经

济利益的保护墙。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固.企业会计风险的辨析与应对.中国新技术新
产品，2009；8

2.王琳.会计职业道德失范原因探析.商业时代，
2011；3

3.郑大喜.对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构想.财会月
刊，2003；8

“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定价策略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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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改增后，若维持原价不变，建筑企业的利润总额和净现金流量均会受影响。为规避这些影响，企业需

要适当提价。企业利润总额和现金流量都会受购进货物、劳务和销售产品价格的影响，本文首先探讨单项购进货物

或劳务的价格比选，然后提出全部购进业务的加权平均进项税税率概念并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

计算得出营改增前后利润总额和净现金流量无差别点的具体提价比例，这是企业规避营改增对利润总额和净现金

流量影响的最低提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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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不可抵扣的进项税支出都会计入成本，这样建筑

企业的利润就会大大降低。要想维持原有的利润水平，企

业的定价策略需要调整。一般而言，企业定价策略要服务

于其总体发展战略，战略目标可能为获得盈利、获得市场

竞争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等，需考虑成本、市场供求、竞

争对手等因素。在可持续发展需要企业正常盈利的前提

下，本文从营改增前后利润总额和现金流量无差别点的

视角探讨企业定价策略。

企业利润总额和现金流量都会受购进货物、劳务和

销售产品价格的影响，本文首先探讨单项购进货物或劳

务的价格比选，由于建筑企业购进货物或劳务涉及 17%、
11%、6%、3%四档税率，本文提出加权平均进项税税率概
念并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基于成

本基础的最佳定价策略。

一、购进货物、服务价格的比选

要降低税负，增加进项抵扣，尽量与一般纳税人进行

交易就成为企业解决问题的首选，但并不是从一般纳税

人那里购买材料或服务对买方是最有利的，这需要企业

的采购人员准确鉴别不同身份卖方（一般纳税人还是小

规模纳税人）的报价哪个更优惠，对企业更有利。一般而言，

一般纳税人的报价比小规模纳税人的报价高，这是小规

模纳税人为了争夺市场空间，而从价格上体现其优越性。

下面基于营改增企业（买方）净现金流出量视角，测算出营

改增企业净现金流出量无差别时的不同供应方的报价系

数（详见表1），供营改增企业选择上游供应方决策参考。

假设某建筑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

税率11%，需购入螺纹钢10 000吨。现有A、B、C三个企业

提供货源，其中A为一般纳税人，能够出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适用税率17%；B为小规模纳税人，能够委托主管税局
代开增值税征收率为3%的专用发票；C为个体工商户，仅
能提供普通发票。A、B、C三个企业所提供的螺纹钢质量
相同，但是含税价格不同，分别为每吨3 900元、3 960元、
3 200元。作为采购人员，应当如何进行购货价格的纳税筹
划，选择较为合适的供应企业呢？

根据表 1可知上游供应方报价分别为：选择A企业：
3 900元；选择B企业：3 960>3 900×0.86=3 354（元）；选择
C企业：3 200<3 900×0.84=3 276（元）。因此选择C企业
供货更有利。

二、加权平均进项税率的确定

能够取得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多少是影响企业税负的

重要因素。建筑业是一个综合性行业，可能涉及的进项税

率为 17%、11%、6%、3%，要确定建筑企业全部外购业务综
合实际可抵扣的进项税率水平，可通过计算加权平均进

项税率的方法解决，计算公式为：加权平均进项税率=∑
不同税率水平的进项税额/（∑外购业务中专票的不含税
金额+∑外购业务中普票的票面金额）。
其中：∑不同税率水平的进项税额=适用 17%税率的

货物、租赁费不含税金额×17%+分包单位结算款×11%+
适用6%税率的现代服务业的不含税金额×6%+适用3%征
收率的货物、服务的不含税金额×3%；∑外购业务中专票
的不含税金额=适用17%税率的货物、租赁费的不含税金
额+适用 11%税率的分包单位结算款+适用 6%税率的现
代服务业的不含税金额+适用 3%征收率的货物、服务的
不含税金额。

例如：某建筑项目不含税造价为 6 000万元，耗费钢
材 1 000万元、水泥 750万元、机械费 450万元、砂、石、砖
等取得 3%征收率发票的为 700万元，取得普通发票的为
500万元、分包款 500万元，人工费 2 100万元。（其中：钢
材、水泥、机械费取得17%的专票；分包取得11%的专票）
加权平均进项税率=［（1 000+750+450）×0.17+700×

0.03 + 500× 0.11）］/（1 000 + 750 + 450 + 700 + 500 + 500 +
2 100）×100%=7.5%
三、投标报价的确定

在进项税额方面，建筑企业加权平均进项税税率反

映了全部外购业务综合实际可抵扣的进项税税率水平。

销项税额方面，建筑企业定价策略直接影响其销项税额

的高低。税负方面，由于销项税额向买方收取，因此决定

税负的关键在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高低。利润方面，前

已述及，营改增后，建筑企业若维持原有价格水平报价，

利润表中收入降低，而由于有不能抵扣的进项其成本相

对降低幅度较小，致使其利润会下降。要想维持原有的利

润水平，在成本不能进一步压缩降低的前提下，就需要增

表 1 上游供应方报价系数参考
（营改增企业为一般纳税人）

营改增企业
适用的应交
城建税及教
育费附加税
率合计

12%

10%

6%

上游供应方报价（含税价）

一般纳税人

适用增值
税税率

17%

13%

11%

6%

17%

13%

11%

6%

17%

13%

11%

6%

标准
报价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小规模纳税人

代开3%专
票（系数1）

0.86

0.90

0.92

0.97

0.86

0.90

0.92

0.97

0.87

0.90

0.92

0.97

普通发票，不能
抵扣（0）（系数2）

0.84

0.87

0.89

0.93

0.84

0.87

0.89

0.94

0.84

0.88

0.89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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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入，即应提高企业的报价。在现金流方面，建筑企业

若维持原有价格水平报价，营改增后，现金流入量没有变

化，但是现金流出量的构成及金额都有变化。在考虑营改

增前后企业利润总额和净现金流量无差别的基础上测算

企业的具体提价比例。

假设甲建筑公司在营改增后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甲公司某期不含税营业额为 s万元（与营改增后工
程不含税价格计价规则一致），外部购进货物、劳务不含

税金额b万元（且假设当期刚好全部用完），加权平均进项
税税率为 8%，建筑业营业税税率为 3%，增值税税率为
11%，城建税税率为 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3%，地方教
育费附加征收率为2%，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要确保利
润总额及净现金流量在营改增前后保持不变，需要在原

价基础上提价，设提价比例为m，试分析m的具体取值。
1.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1）营改增前。利润总额 1=s（1+11%）-b（1+8%）-

s（1+11%）×3%×（1+7%+3%+2%）=（1.072 704s-1.08b）
（2）营改增后。利润总额2=s（1+m）-b-［s（1+m）×11%-

8%b］×（7%+3%+2%）=（0.986 8s+0.986 8sm-0.990 4b）
令：利润总额 1=利润总额 2，计算得出 m=8.7%-

0.090 79b/s时，税改前后利润总额相等，这个提价比例是
企业规避营改增对企业利润总额影响的最低提价比例；

当提价比例m<8.7%-0.090 79b/s时，税改后建筑企业就
不能维持税改前的利润总额；反之当提价比例m>8.7%-
0.090 79b/s时，就能使企业税改后利润总额比税改前大。
如此，当b≠0时，企业适当的提价比例m可以控制在8.7%
以内，即 8.7%-0.090 79b/s<m<8.7%，这样的报价策略意
味着建筑企业是在原价基础上适当提价，而并非在原价

之外加收 11%销项税额，更易于被下游企业所接受。而若
b=0，则m=8.7%，如果 8.7%<m<11%，那么建筑企业将会
获得高于营改增前的利润总额。

2. 对现金净流量的影响。
（1）营改增前。现金净流量 1=s（1+11%）-b（1+8%）-

s（1+11%）×3%×（1+7%+3%+2%）-（1.072 704s-1.08b）×
25%=（0.804 528s+0.27b）
（2）营改增后。现金净流量 2=s（1+m）（1+11%）-b（1+

8%）-［s（1+m）×11%-8%b］×（1+7%+3%+2%）-（0.986 8s+
0.986 8sm-0.990 4b）×25%=（0.630 1s+0.630 1sm+0.337 2b）

令：利润净流量 1=现金流量 2，计算得出m=8.7%-
0.090 79b/s时，税改前后净现金流量相等；这个提价比例
也是企业规避营改增对企业净现金流量影响的最低提价

比例；当提价比例m<8.7%-0.090 79b/s时，税改后建筑企
业就不能维持税改前的净现金流量；当提价比例m>
8.7%-0.090 79b/s时，就能使企业税改后净现金流量比税
改前大。

如此，企业提价比例m的确定结论同上。
同理，笔者计算了加权平均进项税税率分别为 3% ~

9%时，适用不同城建税税率的建筑企业，维持营改增前利
润和现金流量的提价比例m的取值范围。结果见表2。

从表 2来看，随着企业加权平均进项税率的提高，提
价比例m的取值在缩小，说明当企业获得的可抵扣的进
项税额较多时，企业可以较小幅度提价就能维持营改增

前的利润总额及净现金流量；而若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较

少时，企业需适当提价才能维持税改前利润及净现金流

量水平。

按此方法，建筑企业在编制标书前按施工项目所在

区域大致算出有多少成本费用能够取得增值税进项税

额，从而计算出加权平均进项税税率，然后依据表 2计算
出提价比例，再结合所在区域市场、竞争对手及企业战略

目标等因素对投标报价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最终确定投

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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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利润总额和现金流量营改增前后
无差别点时的提价比例

企业适用的城建税及
教育费附加税率合计

12%

10%

6%

加权平均
进项税税率

3%

4%

5%

6%

7%

8%

9%

3%

4%

5%

6%

7%

8%

9%

3%

4%

5%

6%

7%

8%

9%

提价比例

m=0.087-0.034 05b/s

m=0.087-0.045 40b/s

m=0.087-0.056 74b/s

m=0.087-0.068 10b/s

m=0.087-0.079 45b/s

m=0.087-0.090 79b/s

m=0.087-0.102 15b/s

m=0.085-0.033 37b/s

m=0.085-0.044 49b/s

m=0.085-0.055 61b/s

m=0.085-0.066 73b/s

m=0.085-0.077 86b/s

m=0.085-0.088 98b/s

m=0.085-0.100 10b/s

m=0.082-0.032 01b/s

m=0.082-0.042 68b/s

m=0.082-0.053 35b/s

m=0.082-0.064 02b/s

m=0.082-0.074 69b/s

m=0.082-0.085 36b/s

m=0.082-0.096 03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