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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背景下电信企业的纳税筹划

彭新媛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会计系，山东潍坊 261011）

【摘要】为了进一步完善税制，释放改革红利，2014年4月2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在财税[2013]106号
文件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4］43号），明确自2014年6月1
日起，电信业开始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本文结合最新税收政策，就“营改增”后电信企业的纳税筹划技巧进

行探讨，以期帮助试点纳税人减轻税收负担、防范涉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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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销策划中的纳税筹划

为维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电信企业在试点前热衷

于采取“存话费送手机”和“购机送话费”等营销策略。“营

改增”后，为削减营销费用，部分运营商已停止了“存话费

送手机”活动，目前主推“购机送话费”套餐。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的规定，运
营商销售手机的同时赠送话费、流量等电信服务，应视同

提供应税服务缴纳增值税。针对这种影响，电信企业可以

考虑通过折扣销售模式对“购机送话费”套餐进行处理，

即将原价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的金额栏中分别注明，

以减轻企业的增值税负担。

例 1：2014年国庆节前，中国电信潍坊分公司针对苹
果5S推出“购机送话费”合约计划，即用户按市价5 000元
购机可以获赠 1 200元话费，该手机购进价格为 4 000元
（以上价格均不含增值税）。在原营业税制下，为获得税收

利益，纳税人通常将手机与话费捆绑销售，按照营业税混

合销售行为缴纳税款 150元（5 000×3%）。“营改增”后，假
设合约期内话费使用时，基础电信服务占 60%，增值电信
服务占40%，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未采用折扣销售模式对“购机送话费”业务

进行处理。

增值税销项税额=5 000×17%+1 200×60%×11%+
1 200×40%×6%=958（元）

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4 000×17%=680（元）
应缴纳增值税=958-680=278（元）
方案二：在制定合约计划和开具发票时，将原价6 200

元的套餐业务打折销售，折扣额为 1 200元，且将原价和
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的金额栏中分别注明。

折后价格为 5 000元，可按原公允价值比例拆分为

4 032元手机销售收入、581元基础电信服务收入及387元
增值电信服务收入。

增值税销项税额=4 032×17%+581×11%+387×6%=
772.57（元）
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4 000×17%=680（元）
应缴纳增值税=772.57-680=92.57（元）
对比可见，采用方案一，该公司比原营业税制下多纳

税128元（278-150），而采用方案二，该公司比原营业税制
下少纳税 57.43元（150-92.57）。因此，中国电信潍坊分公
司应当选择方案二作为最佳纳税筹划方案。

案例点评：“营改增”后，电信行业若继续维持原来的

粗放营销模式，将极大地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因此，

电信企业应及时对现行营销策略进行筹划，优化可能存

在视同销售的套餐方案，并协同调整计费系统和会计核

算方法。

二、积分兑换业务的纳税筹划

为刺激客户消费，电信企业纷纷推出积分兑换业务。

例如，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货物、电信服务等。财税

［2014］43号文件规定，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的电信服务，
不征收增值税。而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的货物、除电信服

务以外的应税服务，暂视同销售货物、提供应税服务，按

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这就为电信企业的纳

税筹划提供了空间，实务中，纳税人应尽量减少赠送货物

或其他应税服务，改为赠送电信服务，以减轻企业的增值

税税负。

例 2：2014年末，为维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中国联
通北京分公司拟推出积分兑换业务，现有三种方案可供

选择：方案一，每 10 000积分兑换市价 100元的鲁花花生
油一桶，其购进价格为 70元；方案二，每 10 000积分兑换
100元话费；方案三，每10 000积分兑换价值100元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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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维护服务，可抵扣进项税额为 2元。假设上述价格均
不含增值税，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每10 000积分兑换市价100元的鲁花花生油
一桶。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将自产、委

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

同销售货物。因此，电信企业以积分兑换形式无偿赠送的

实物，暂视同销售货物，计缴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100×17%-70×17%=5.1（元）
方案二：每10 000积分兑换100元话费。
财税［2014］43号文件规定，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的

电信业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0（元）
方案三：每10 000积分兑换价值100元的手机软件维

护服务。

根据财税［2013］106号文件的规定，企业以积分兑换
形式赠送的除电信服务以外的应税服务，暂视同提供应

税服务，缴纳增值税，相应取得的进项税额按规定进行抵

扣。

应纳增值税=100×6%-2=4（元）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增值税 5.1元，比

方案三减轻增值税税负 4元。因此，电信企业应尽量减少
积分兑换实物和其他应税服务，改为兑换电信服务，从而

减轻税收负担，获取较大的税后利益。

案例点评：“营改增”后，电信企业合理筹划积分兑换

业务，不仅能够减轻增值税税负，还能扩大电信服务的市

场占有率，可谓一举两得。

三、分别核算不同类型电信业务的纳税筹划

根据财税［2014］43号文件的规定，电信业提供基础
电信服务，采用11%的税率缴纳增值税；提供增值电信服
务，采用6%的低税率缴纳增值税。财税［2013］106号文件
附件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定，纳税人

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税服务，应当分别核

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

高适用税率。因此，电信业试点纳税人应当分别核算不同

类型电信服务的销售额，从而避免适用较高的增值税税

率。

例 3：中国铁通天津分公司系电信业试点一般纳税
人，2014年 10月，该公司共取得电信业服务收入 5 818万
元，其中：利用卫星、互联网提供语音通话服务和短信服

务，分别取得含税收入3 330万元和530万元；出售或出租
波长、带宽等网络元素，取得含税服务收入1 110万元；提
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取得含税收入 848万元。根据上述情
况，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该公司未分别核算不同类型的电信业务。

应按“提供基础电信服务”11%的税率从高计征增值

税。

应纳增值税=5 818÷（1+11%）×11%=576.56（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576.56×（7%+3%）=57.66

（万元）

合计纳税=576.56+57.66=634.22（万元）
方案二：该公司试点后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对不同类

型电信业务分别核算。

利用卫星、互联网提供语音通话服务，出售或出租波

长、带宽等网络元素属于“提供基础电信服务”，适用税率

为11%；利用卫星、互联网提供短信服务，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属于“提供增值电信服务”，适用税率为6%。

应纳增值税=（3 330+1 110）÷（1+11%）×11%+（530+
848）÷（1+6%）×6%=518（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518×（7%+3%）=51.8（万

元）

合计纳税=518+51.8=569.8（万元）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减轻税收负担64.42万元

（634.22-569.8）。因此，中国铁通天津分公司应当选择方
案二作为最优筹划策略。

案例点评：分别核算不同类型的电信业务，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会加大核算成本，但如果节税效果明显，还是非

常值得的。

四、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计税方法选择的纳税筹划

“营改增”后，电信业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采用

一般计税方法计征增值税，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

定的特定应税服务除外。财税［2014］43号文件规定，在
2015年12月 31日以前，境内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通过卫
星提供的语音通话服务、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服务，可

以选择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因此，对于电

信企业提供的特定应税服务，如果试点后可抵扣进项税

额较少，就可考虑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缴纳增值税，以达到

合理节税的目的。

例4：中国移动威海分公司系“营改增”试点一般纳税
人，2014年 12月，通过卫星提供语音通话服务，取得价税
合计收入 1 332万元，可抵扣进项税额 40万元；通过卫星
提供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服务，取得价税合计收入636
万元，可抵扣进项税额10万元。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该公司选择一般计税方法计征特定应税服

务的增值税。

通过卫星提供语音通话服务属于“提供基础电信服

务”，适用税率为11%；而通过卫星提供电子数据和信息的
传输服务属于“提供增值电信服务”，适用税率为6%。

应纳增值税=1 332÷（1+11%）×11%-40+636÷（1+
6%）×6%-10=118（万元）
方案二：该公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征特定应税服

务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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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增值税=（1 332+636）÷（1+3%）×3%=57.32（万
元）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增值税 60.68万元
（118-57.32）。因此，中国移动威海分公司选择简易计税方
法更有利于节税。

案例点评：“营改增”后，电信业一般纳税人通过卫星

提供语音通话服务等特定应税服务，一旦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办法缴纳增值税，在 36个月内就不得变更了。因此，
企业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谨慎选择计税方法。

五、供应商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纳税筹划

电信业一般纳税人在购进货物、应税服务时，可以选

择不同纳税身份的购货对象。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选

择：一是选择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为供

应商；二是选择可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

税人为供应商；三是选择只能开具普通发票的小规模纳

税人为供应商。“营改增”后，供应商纳税人身份不同，电

信企业承担的税负也不同。实务操作中，电信业一般纳税

人应当综合权衡税率、进项税、价格等因素，合理选择供

应商的纳税人身份。

例5：山东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系“营改增”试点一
般纳税人，主要从事移动互联网增值业务的开发和运营。

2015年1月接受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时，有以下三种方案可
供选择：方案一，接受“营改增”一般纳税人艾昂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含税报价为70万元，可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税率为6%；方案二，接受“营改增”小规模纳税
人天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含税报价为 68万
元，可取得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

3%；方案三，接受“营改增”小规模纳税人远见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含税报价为66万元，可取得增值税普
通发票。当月，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提供短信服务、手

机图片及铃声下载服务等移动增值业务，共取得含税收

入160万元。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接受“营改增”一般纳税人艾昂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的服务。

应纳增值税=160÷（1+6%）×6%-70÷（1+6%）×6%=
5.09（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5.09×（7%+3%）=0.51（万

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160÷（1+6%）-70÷（1+6%）-
0.51］×25%=21.10（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5.09+0.51+21.10=26.7（万元）
税后净利润=160÷（1+6%）-70÷（1+6%）-0.51-

21.10=63.30（万元）
方案二：接受“营改增”小规模纳税人天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

应纳增值税=160÷（1+6%）×6%-68÷（1+3%）×3%=

7.08（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7.08×（7%+3%）=0.71（万

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160÷（1+6%）-68÷（1+3%）-
0.71］×25%=21.05（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7.08+0.71+21.05=28.84（万元）
税后净利润=160÷（1+6%）-68÷（1+3%）-0.71-

21.05=63.16（万元）
方案三：接受“营改增”小规模纳税人远见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

应纳增值税=160÷（1+6%）×6%=9.06（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9.06×（7%+3%）=0.91（万

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160÷（1+6%）-66-0.91］×25%=
21.01（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9.06+0.91+21.01=30.98（万元）
税后净利润=160÷（1+6%）-66-0.91-21.01=63.02

（万元）

对比可见，方案一税负最轻且税后净利润最大，其次

是方案二，最后是方案三。因此，该公司应当选择可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为供应商。

案例点评：电信企业若为小规模纳税人，无论能否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都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因此，“营改

增”后，电信业小规模纳税人在选择购货对象时，主要考

虑购进货物、应税服务含税价格的高低，选择报价最低的

供应商即可。

通过以上几个案例的纳税分析结果可见，“营改增”

后，电信企业通过优化现行营销策略、调整积分兑换业

务、合理选择供应商的纳税人身份等手段进行纳税筹划，

可取得明显的节税效果。但需要提醒纳税人注意的是，为

确保纳税筹划工作顺利进行，电信企业应不断完善会计

核算和发票管理制度，以提升税务管理能力、防范涉税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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