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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联通为例

看“营改增”对电信业的财务影响

唐云慧，许纪校（副教授）

（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 211100）

【摘要】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对“营改增”对电信业的财务影响做出分析，再以中国联通为例，在其2013年年报
数据的基础上做静态模拟测算，分析“营改增”对其财务状况的影响，得出“营改增”在短期内会提高电信企业税负、

降低其利润的结论。最后，本文从税收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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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1日，电信业正式被纳入“营改增”的范围
之内，这标志着我国税制改革又成功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营改增”是我国税收领域的重大改革措施，将原先在交

通运输业、邮电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等九大产业实施

的营业税逐步变为全面征收增值税。

营业税和增值税同为流转税，但征收原理不一样。营

业税是价内税，对营业额全额征税；增值税是价外税，采

取购进扣税法，只对该环节增值部分征税。“营改增”可以

有效地避免重复征税问题，也避免了对商品和劳务征税

标准的不一致。通过“营改增”完善增值税二、三产业之间

的抵扣链条，促进流通领域全面增值税化，有利于优化我

国税制，从长远上对我国各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健康

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意义。

电信业是我国信息服务部门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主要为社会提供通话、网络接入以及数据传输等各种信

息服务，已深入到组织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其具

有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服务公共性强等特点。由于电信

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次“营改增”对于电信

业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联通为例，分析“营

改增”对电信企业的财务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

从已经实施“营改增”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的经验数据来看，其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交通运输业、

鉴证咨询、信息技术和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业的税负总体

上升，物流辅助业的税负总体下降，行业内部由于纳税人

的性质以及企业成本构成、内部管理的不同，实际税负的

增减情况也有所差异，对其财务状况造成不同的影响（戴

罗仙、彭凝，2013）。电信业是典型的服务性行业，服务面
向社会公众，基础设施投资巨大。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

“营改增”对电信企业收入、成本费用、资本投资以及利润

方面的影响。

1. 对收入和成本费用的影响。“营改增”对电信企业
收入和成本费用的影响，是在假设服务价格不变的前提

下，测算价税分离的财务影响。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将电信业

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电信业采取差异化

税率：基础电信业务税率 11%，增值电信业务税率 6%，为
境外单位提供电信业服务免征增值税。基础电信业务主

要包括语音通话、出租或出售带宽、波长等网络元素等业

务；增值电信业务主要包括短信和彩信服务、电子数据和

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等业务。对于基

础电信业务，营业收入将下降 9.91%［1-1/（1+11%）］；对
于增值电信业务，营业收入将下降5.66%［1-1/（1+6%）］；
对于销售商品、租赁设备，应当按照17%的税率计算销项
税额。另外，还要考虑“视同销售”的影响。企业在赠送一

些实物商品时，虽然没有取得实际收入，但仍应作为“视

同销售”处理，计算缴纳增值税。

“营改增”后，电信企业的成本费用可以按照适用税

率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处理。如按 17%税率抵扣（如租
赁有形动产），成本费用下降 14.53%［1-1/（1+17%）］；如
按11%税率抵扣（如电信企业之间的支付），成本费用下降
9.91%［1-1/（1+11%）］；如按 6%税率抵扣（如广告服务），
成本费用下降 5.66%［1-1/（1+6%）］。但是与工业企业相
比，其能抵扣进项税额的成本费用较少，同时还涉及很多

如建筑安装等尚未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劳务成本，总

体来说抵扣相对较少。

2. 对资本投资的影响。电信业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
投资。如果固定资产视为动产，可以抵扣进项税额，那么

价税分离以后不仅可以抵减增值税，资产账面价值减少

后折旧费用随之减少，也会为未来利润带来正面影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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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含税价 a元的动产投资，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0.145 3a
［17%×a/（1+17%）］元，账面价值为 0.854 7a元，若平均 10
年折旧，则每年折旧费用下降 14.53%［（a/10-0.854 7a/
10）/（a/10）×100%］。
如果固定资产被视为不动产或附着地面建筑物或建

筑物附属设施，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其进项税额不能抵

扣，那么不仅不能抵减增值税，折旧费用也不能减少。而

电信企业的很多固定资产诸如基站、铁塔、传输管道等，

很可能被认定为第二类固定资产。在税率大幅提高的前

提下，这些不能抵扣进项税额的资本投资会对企业的税

负、利润和现金流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 对利润和税负的影响。成本费用和资本投资中进
项税额抵扣的水平会直接影响企业“营改增”后的利润和

税负水平。如果收入的下降幅度低于成本费用的下降幅

度，即抵扣充足，则利润会上升；否则，利润会下降。相对

于电信业原本 3%的营业税税率，11%和 6%的增值税税率
表面上看是大幅提高了，但只要成本费用和资本投资中

存在大量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流转税税负就可能有所

下降。即使利润减少，随之而来的所得税的减少也可能带

来整体税负的减少。这主要取决于各企业中收入、成本费

用的构成，资本投资的构成，不能一概而论。

总体来说，由于电信业在收入、成本费用和资本投资

中的上述特点，“营改增”对其带来的税负压力相对较大，

很可能在短期内对其实际税负率和利润率产生较大的负

面影响。

二、案例分析

中国联通是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电信）之一。本文以中国联通为例，在其2013年年
报数据的基础上做静态模拟测算，分析“营改增”对其财

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中国联通 2013年年报，其总收入中，53%来自基
础业务，25%来自增值业务，19%来自电信商品销售业务，
3%来自动产租赁业务。其成本费用中，35.81%为可抵扣费
用，包括网间结算成本、维修费、水电费、广告费、咨询费、

商品购进成本等，分别适用6%、11%、13%、17%等不同抵扣
税率；剩余 64.19%为以人工成本和折旧费用为代表的不
可抵扣费用。中国联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2013年
新增工程设备和材料476亿元，由于报表附注没有披露新
购入的工程设备和材料是用作动产建设还是不动产建

设，我们不能将其全部看成可作进项税额抵扣的资产，故

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加以讨论。此

外，中国联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涉及的建筑业劳务尚未

纳入“营改增”范围，相关税额不能抵扣；为简化处理，固

定资产建设过程中的建设监理费等费用是否可作抵扣不

予考虑。除固定资产投资之外，无形资产（如计算机软件）

的购买也会带来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故在资本投资中还

考虑部分无形资产。

下表为以中国联通 2013年年报数据为基础的“营改
增”财务影响分析表。

首先对表中数据的计算方法做以下说明：假设服务

和销售量、价格、成本费用、资本投资规模均没有发生变

化，仅考察“营改增”税收制度变化的静态影响。不考虑投

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财务费用、营业外收支以及

除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以及所得税之外

的税费影响。采用的所得税税率24.70%，为年报披露的本
公司平均税率；城建税按7%计；教育费附加按3%计。

税改前流转税合计=（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0%
税改后流转税合计=增值税
税额合计=营业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所

得税

税前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费用-营业税金及
附加

流转税负税率=流转税/营业收入
综合税负率=税额合计/营业收入
税改后销项税额=基础业务/（1+11%）×11%+增值业

务/（1+6%）×6%+商品销售/（1+17%）×17%+有形动产租

项 目

不考虑资本投资：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及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增值税销项税额

增值税进项税额

增值税

税前利润

所得税（24.70%）

净利润

流转税合计

流转税负税率

税额合计

综合负税率

考虑资本投资：

新增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进项税额（6%）

新增工程设备和材料进项税额（17%）

工程设备和材料80%抵扣的流转税负税率

其综合负税率

工程设备和材料50%抵扣的流转税负税率

其综合负税率

考虑不能全部取得专用发票：

80%取得专用发票时流转税负税率

其综合负税率

“营改增”前

303 727 203 182

275 021 598 601

8 689 393 669

20 016 210 912

4 944 004 095

15 072 206 817

9 786 293 650

3.22%

15 708 927 110

5.17%

“营改增”后

273 685 930 625

258 363 532 573

1 511 761 118

30 041 272 557

14 923 661 380

15 117 611 178

13 810 636 934

3 411 227 323

10 399 409 611

15 117 611 178

5.52%

20 040 599 618

7.32%

240 935 013

6 913 220 729

3.41%

5.00%

4.17%

5.84%

4.93%

6.67%

变化幅度

-9.89%

-6.06%

-82.60%

-31.00%

-31.00%

-31.00%

54.48%

71.43%

27.57%

41.58%

5.98%

-3.27%

29.50%

12.84%

52.92%

28.89%

中国联通“营改增”财务影响分析表 单位：元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5. 07 ·79·□

赁业务/（1+17%）×17%
税改后进项税额=（维护费等运行成本+存货购进成

本+电费+办公费等）/（1+17%）×17%+网间结算支出等/
（1+11%）×11%+水费/（1+13%）×13%+（广告费+咨询服务
费等）/（1+6%）×6% (考虑资本支出时，再加上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由上表可知：

在不考虑资本投资的情况下，营业收入下降 9.89%，
营业成本及费用下降6.06%，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大于营
业成本和费用的下降幅度，因此净利润会大幅下降，达

31%。营业税由增值税代替后，流转税税额上升54.48%，流
转税税负率由原先的3.22%上升至5.52%，升幅很大。由于
所得税的抵减效应，税额合计上升 27.57%，综合税负率上
升约 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联通成本费用中进项税额抵
扣不足，导致“营改增”的负面影响较大。

在考虑资本投资时，由于工程设备和材料作进项税

额抵扣的不确定性，我们分80%可抵扣和50%可抵扣来讨
论。如果 80%的工程设备和材料可作进项税额抵扣，那么
流转税税负率仅上升约 0.2个百分点，而综合税负率由
5.17%下降至5%。如果50%的工程设备和材料可作进项税
额抵扣，那么流转税税负税率会上升1.71个百分点，而综
合税负率会上升0.67个百分点。可见，固定资产投资是否
可作进项税额抵扣对于电信企业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足够的抵扣量可以减少企业综合税负，改善其现金流

状况。

增值税采用的是“以票控税”，如果不能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则不能作进项税额抵扣。在假设 20%不能取得
专用发票（此时假设工程设备和材料80%可以抵扣）时，流
转税税负率由3.22%上升至4.93%，升幅达52.92%；综合税
负率也上升了 1.5个百分点；相对于完全取得专用发票
时，其流转税税负率上升 1.52个百分点。可见，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在“营改增”之后显得十分重要，这要求企业

在管理流程中加以重视。

三、对策建议

“营改增”实施 1个月以后，三大电信运营商的 2014
年度半年报中均体现出“营改增”对其财务状况的不利影

响。中国联通2014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6.9亿元，同比增
长 25.8%，相比 2013年上半年 55%的增长率而言逊色很
多。此业绩下滑，除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之外，“营改增”的

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对此，笔者从税收政策制定者和企

业管理者两个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1. 对于税收政策制定者而言。进一步扩大“营改增”
范围，完善抵扣链条。“营改增”对电信企业的财务压力，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抵扣链条不完善、很多成本费用以及

资本投资无法作进项税额抵扣造成的。如电信企业在建

设基站和其他通讯设施的过程中需要消费很多建筑业劳

务，如果建筑业已经纳入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之中，其进

项税额的抵扣水平将有大幅改善。因此，加快“营改增”

扩容，完善增值抵扣链条，有利于减轻税负和优化税制。

扩大电信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电信企业的很多固定资

产投资在划分动产和不动产上是比较模糊的，而这直接

影响了资本投资的进项税额抵扣量。如果在制定固定资

产抵扣细则时，能够将一些划分为不动产的大型通讯

设施准则进项税额抵扣，那么对于其税负优化会有积极

意义。

2. 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①加强流程管理，力争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上文分析可知，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对其税负状况存在很大不利影响。企业在日常运营

中，应当尽量保证允许抵扣的成本费用均取得专用发票，

如尽量与一般纳税人合作、外包部分业务等。②积极“走
出去”，充分利用免税政策。“营改增”前向境外单位提供

电信业服务征收营业税，而“营改增”后向境外单位提供

电信业服务免征增值税。这是“营改增”为电信企业带来

的一项税收优惠，同时也是鼓励其“走出去”的重大举措。

境内电信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该优惠政策，积极开拓海外

业务，在降低税负的同时也能增强其国际竞争力。③加快
技术更新换代。保持技术的持续进步，一方面会缩短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维护和更新周期，以享受资本投资的

进项税额抵扣；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在定价上

取得一些优势，利用价格将税负的不利影响向下游转移。

否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故提高价格难以为消费者

所接受，税负的不利影响企业只能自己消化。④适当改变
营销政策。如上文提到的“视同销售”，企业在营销活动中

需要考虑其影响。如企业原先“充话费送食用油”的活动，

赠送的食用油可能面临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的问题；而

政策规定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电信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企业在营销活动中，需要考虑“营改增”后政策的规定，积

极合法地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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