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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银行业税负现状

根据我国现行税制框架，银行业主要课税内容有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以及教育附加

等，其中营业税税率5%，所得税税率25%。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银行业来看，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
完整性。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互不交叉，制造

业和商业征收增值税，建筑业、多数服务业征收营业税。

这种双重税制使得银行业购进商品所含的增值税不能抵

扣，因此，银行实际上承受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双重税收

负担。

2. 部分不合理的计税规定，造成银行业的营业税税
收负担相对偏重。目前银行的金融产品转让收入实行分

类分业计税。这种分类分业的税收征管模式，不但不符合

目前银行业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也加重了企业的税收

负担。

3. 服务出口不能实现零税率，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
受到税收制约。一方面，营业税不能退税、增值税不能抵

扣，双重税收负担使得金融服务出口无法真正享受零税

率；另一方面，其他制造业接受金融业服务所承担的营业

税也不能从其增值税中抵扣，使得我国产品出口不能真

正实现零税率。

二、我国上市银行“营改增”税负测算

目前很多学者赞同我国银行业课征增值税可采取欧

盟的免税法的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

银行业营业税的缺陷，也不会耗费太高的征纳成本，但是

这种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降低我国银行业的流转税

负担，目前还没有具体量化。对此，本文结合实际进行测

算以分析其影响。

1. 测算指标。本文参照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尼古
拉斯·R·拉迪所提出“向后看的测算方法”的 ETR指标来
衡量我国银行业的税负，并从中分解出由于银行业缴纳

营业税及其附加所带来的税收负担比例。ETR指标是以
实际发生的税收为依据，这样就可以客观地衡量我国银

行业的税负状况。具体计算如下：

ETR = A + B
A + B + C

其中：ETR指的是企业实际税负，A指的是营业税金
及附加（流转税），B指的是所得税（直接税），C指的是净
利润，由此公式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ETR = A
A + B + C + B

A + B + C = ETR1 + ETR2

2. 测算方法。本文选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
行等国内全部 16家上市商业银行 2013年的数据作为研
究对象。虽然选取的银行数目远少于我国国内银行总数，

但截至 2013年底，16家上市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净利润合
计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和银行业净利润的62.86%和
82.27%。
从资产规模和整体的营业额来看，这 16家银行可以

较好代表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免税法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

（1）免税项目：免征科目主要有利息净收入、投资损
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损益等，免征后这类科目所

含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2）应税项目：应税科目主要有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其他业务净收入等。应税科目购入投入品所含进项税

额允许抵扣。

（3）进项税额分摊方法：银行业增值税进项税额主要
涵括在办公费用、营销费用等项目中，因此，可以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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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减去员工薪酬、设备折旧及摊销后的数额近似的

计算进项税应纳税额，将其作为可抵扣进项税的税基，然

后再根据应税项目收入和免税项目收入的比例对进项税

额进行分摊。

3. 实行免税法下课征增值税对银行业流转税负的影
响。本文首先计算出我国银行业在实行免税法下的实际

流转税负，然后再与我国实行营业税（5%）下的流转税负
进行对比，以便测量改革前后流转税负的情况。具体计算

结果见表1。

根据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总体上看，如果我国对银行业采用免税法模

式来课征增值税，将会使我国银行业税负大大下降，总体

税负平均下降 55.88%。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现阶段银行业
收入来源主要是利息净收入，免税法对利息净收入免税，

对占比低的显性收费项目征税造成了银行业税负的大幅

下降。

第二，从银行业内部看，股份制和城商行税负平均下

降幅度要远大于四大行，且三者在免税法下税负下降呈

现阶梯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股份制和城商行成立时

间较晚，显性收费服务（比如手续费佣金收入）的发展水

平还远不如四大行。这就造成了四大行显性收费服务征

税税基宽于股份制和城商行，最终其税负下降的幅度不

如股份制和城商行。

三、宁夏地方性银行的“营改增”税负测算

1. 宁夏地方性银行概况。宁夏目前地方性银行较少，
根据其资产规模以及经营时限，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三家（宁夏银行、黄河银行、石嘴山银行）进行分析。

2. 宁夏地方性银行“营改增”税务测算。根据前文所
述，在此列表测算宁夏 3家地方性银行 2013年的实际税
率。具体计算如表2。

从表 2中可以看出利息净收入依然是宁夏地方性银
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利息净收入平均占到总收入80.36%；
占第二位的主要集中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投资收

益，这是由于各家银行的经营范围不同所导致。剩下的投

资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项目占收入的比重都很小。

通过与上市银行相比，可以看出，宁夏地方性银行的

显性金融服务项目占比更低，对息差收入依赖过大。这样

的数据差异并不仅仅是因为资产规模所造成的，通过进

一步分析这三家银行的财务报表便可以发现，相较于上

市银行，宁夏地区性银行的经营范围相对较为狭窄，金融

服务单一，主要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非利息收入占比较

小，中间业务收入更小。

3. 实行免税法下课征增值税对宁夏地方性银行流转
税负的影响。本文计算出在实行免税法下的实际流转税

负，然后再与实行营业税下的流转税负进行对比，以便测

量改革前后流转税负的情况。

根据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总体上看，宁夏采用免税法模式来课征增值税将

会使税负大大下降，总体税负平均下降92.94%。相较于上
市银行税负下降的 55.88%，宁夏地方性银行实施增值税
后税负下降尤其明显。银行税负的下降有利于提高其竞

争力，但是银行业税收收入是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税负大幅下降，则必然会影响到地方财政

收入规模，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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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免税法下对我国银行业流转税负的影响

宁夏银行

黄河银行

石嘴山银行

平均

利息
净收入

97.92%

75.97%

67.19%

80.36%

手续费
及佣金
净收入

3.03%

1.54%

0.87%

1.81%

投资
收益

0.02%

22.25%

34.77%

19.01%

公允价
值变动
损益

-1.18%

0.00%

-1.77%

-0.98%

汇总
收益

0.09%

0.00%

0.00%

0.03%

其他
业务
收入

0.13%

0.25%

0.65%

0.34%

表 2 2013年宁夏地方性银行各项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宁夏银行

黄河银行

石嘴山银行

平均

原营业税负
（ETR）

10.59%

7.37%

9.95%

8.98%

改革后增值
税负（后ETR）

0.84%

0.46%

0.36%

0.65%

税负
下降

9.75%

6.92%

9.59%

8.34%

税负降低
（%）

92.08%

93.80%

96.38%

92.94%

表 3 实行免税法对宁夏地方性银行流转税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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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夏地方性银行“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
响。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实施分税

制，如果进行银行业“营改增”，势必会对地方财政收入产

生影响。根据统计，2007年至 2013年间，宁夏地方营业税
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42.80%，超过本级财政收入的
三分之一，地方营业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为33.96%，
银行业营业税又占整个营业税收入的 14.76%，银行业营
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为 5%。可见银行业营业税对于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通过实证分析和税负测算可以看出，如果

我国银行业增值税改革实施免税法，则银行业的税负会

明显下降，可以进一步减轻银行业的税负压力，提高国外

竞争力。就宁夏地方性银行而言，在应用免税法时税负下

降接近一倍，但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缩水。因此，在具

体实施银行业税制改革时，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及地区差

异均衡考虑，具体建议如下：

1. 综合考虑银行业务类别，明确征收范围。从税负测
算可以看出，在对银行业改征增值税时，税基的确定对应

缴税额的影响非常重要。随着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和市场

需求变化，中间业务规模逐步扩大。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过程中，如果需根据银行业务种类征收增值税，建议能够

明确银行业务类别划分标准，对银行哪些业务纳入税改，

哪些业务后续纳入税改予以明确。

2. 拓宽地方融资渠道，适当给予税收优惠。通过测算
可以发现，宁夏地方性银行在免税法的增值税改革下，税

负大幅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性银行对

净利差的依赖过大。据统计，2013年宁夏人民币贷款占比
高达 85.5%，为全国最高水平。由于宁夏地区融资结构较
为单一，中小企业融资途径较少，导致银行高存贷比。因

此，在对银行业进行增值税改革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差

异，就宁夏地区而言，一方面可以积极发展多元化融资，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对地方性银行实施定

向降准，加大再贷款扶持力度。

3. 进一步完善分税监管体制，进行试点改革。由于营
业税属于地方税，增值税为地方与中央共享，如果在银行

业实施“营改增”，将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较大冲击。因

此，在对银行业税制改革前，可以先选取部分金融业发达

地区进行试点，如果试点成功，可以继续研究制定下一步

的改革配套措施，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补偿力度，以进行

“由点及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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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不动产交易服务“营改增”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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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各国的税制来看，税源较为稳定的不动产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属于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我国在

不动产保有环节征收的房产税征税范围较小，税负相对较轻，不足以成为地方主力税种，但是不动产新建环节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销售和转让不动产的营业税以及不动产产权转移环节的契税与房产税等税费收入则能构成

我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本文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增值税和房产税的税制情况，在保障地方财力基本不变的情况

下提出了居住用不动产交易的营改增的相关建议，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居住用不动产交易服务；营改增；地方财力保障

不动产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金、转让不动产营业税、契

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最终由不动产的业主承担。

我国的不动产消费中，新建环节的税费高，保有环节的税

费较低。这是由于我国的土地制度和新建不动产规模较

大等诸多因素导致。我国土地所有制度是城市国有土地

和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土地流转制度也由政府主导，因此

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转过程中，政府获得了土地出

让金减去拆迁补偿土地开发支出后的收入，并用于城市

建设等民生支出。另外，不动产交易的营业税和契税、房

产税、土地使用税等以不动产为征税对象的税收也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