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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问题分析与制度设计

王 琦（教授）

（滁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滁州 239000）

【摘要】金融保险业“营改增”是大势所趋，但具体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却面临着业务结构和纳税人组成复杂、国

外缺少可供参考的范例和贷款业务进项税额难以确定等诸多的问题。本文认为，从我国国情和增值税原理出发，应

对行业内全部业务征收增值税；可参考从农业生产者购进农产品的进项税额确定方法，按向储户支付利息金额和

一定扣除率计算确定与利息支出相关的进项税额；在税率设计上，综合考虑全行业，统一采用6%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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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会通过借款来筹集资

金，都要支付借款利息。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保险业尚未实

施“营改增”，依然征收营业税，企业支付了巨额的借款利

息，却拿不到一分钱的增值税进项税；同样，企业向金融

保险机构支付的数额不菲的资金结算手续费和保险费也

得不到进项税额。这种情况既使得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

下，又人为地割裂了增值税抵扣的链条。

2015年新春伊始，国家税务总局王军局长在全国税
务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今年要力争将‘营改增’范围扩

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生活类服务业，力

争全面完成‘营改增’任务”。金融保险业“营改增”是大势

所趋，但具体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却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本

文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面临的问题

（一）业务结构和纳税人组成复杂

1. 业务结构复杂。相对于工商业和餐饮、娱乐等服务
业，金融保险业的业务结构非常复杂，且随着经济发展和

科技进步，其复杂程度将日趋加剧。

金融保险业指经营金融保险业务的行业。金融是指

经营货币资金融通活动，包括贷款、金融商品转让、金融

经纪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其中，金融经纪业务指受托代

他人经营金融活动的中间业务，如委托业务、代理业务、

咨询业务等。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是保险公司根据保险

合同约定，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对于合同约定的发生的

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或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

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的一种合同行为。这其中贷款业务是金融业的核心业务，

在整个金融保险业占有最大比重。

2. 纳税人组成复杂。在我国，金融业务主要由银行来
经营，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是保险公司。除此以外金融

保险业的经营者还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小额贷款公

司和担保公司等。此外，广大的非金融企业也会提供贷款

服务。所以，金融保险业纳税人的组成也非常复杂。

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也是当今世界主流税种

之一，是公认的最具中性调节作用的税种，也是最为复杂

的税种。加之金融保险业自身的复杂性，将会使其“营改

增”的任务更为艰巨。

（二）国外缺少可供参考的范例

对金融保险业征收增值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难

题。目前世界各国该行业流转税的税收政策概括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种：

1. 征收增值税。增值税是当今世界应用最为广泛的
税种之一，开征增值税的国家一般都将金融保险业纳入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但对于贷款、保险和证券等主要业务

基本都采取免税政策，出口金融业务实行零税率，只对代

理、咨询和出租保险箱等金融辅助业务征税；对应税业

务，允许扣除采购环节支付的增值税款。具有代表性的是

法国、日本、英国和新加坡等国。

2. 征收营业税。因为相对比于增值税，存在重复课税
的先天不足，所以采用营业税的国家越来越少。目前对金

融保险业征收营业税的只有德国、俄罗斯、巴西和中国等

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在征税时的税率和计税依据也

是大相径庭的。例如对贷款业务，德国和我国的税率都是

5%，但德国是按利息收入净额计税，而我国是按利息收入
全额计税。巴西和韩国的计税依据虽然与我国相同，但税

率却低得多。

3. 既不征收增值税，也不征收营业税。最具代表性的
是美国，该国没有采用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对金

融保险业主要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际上缺少适合我国借鉴的对金融保险业课征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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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模式，在“营改增”后是仿效英、法、日等国对主体业

务免税，还是延续原营业税制对全部业务征税，是无法回

避的问题。

（三）贷款业务进项税额难以确定

贷款业务毫无疑问是金融保险业的主体和核心业

务。银行用于贷款的资金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一是吸收

的存款；二是通过同业拆借取得的借款；三是从人民银行

借入的款项；四是自有资金。上述前三项业务支付的利

息，在银行的支出中所占比重很大。现行营业税制规定：

存款、金融机构往来和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

都不征收营业税。“营改增”后如果延续这一优惠政策，将

使贷款业务少有进项税可以抵扣，加大其税收负担。而对

于保险企业，其保费收入在计算出销项税额后，如何确定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同样是一个难题。

二、金融保险业“营改增”的制度设计

（一）对全部业务征收增值税

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流转税是核心，占整体收入的

55%左右。无论是 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还是当下的“营改
增”，都是为了使流转税制更为合理。金融保险业实施“营

改增”是大势所趋，至少在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还不具备在该行业取消流转税、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

条件。

虽然没有明确数据显示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收总

额，但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可知，该行业纳税占营业税总

体税额近 20%。2013年我国营业税税收总额为 17 233.02
亿元，由此估算 2013年金融保险业缴纳的营业税应为
3 450亿元左右，2014年全国税收总额 119 158亿元，比
2013年增长 7.8%，由此可以推断金融保险业缴纳的营业
税也会相应增加。

“营改增”后如果对贷款等主要业务免征增值税，除

了会减少几千亿税收，还将使下游企业得不到进项税抵

扣，割裂了增值税抵扣的链条。当前金融保险业利润丰

厚，行业内多为大型国企，此举还会使各行业税负不均，

破坏税收的公平性，所以应对全部业务征收增值税。

（二）核心业务进项税额的确定

1. 贷款业务进项税额的确定。“营改增”后贷款利息
收入要按相应的税率计算销项税额，那么进项税额如何

确定？

如前所述，银行用于贷款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吸收的

存款、从同业和人民银行借入的款项。对吸收的存款银行

要向储户支付利息，开具结算凭条并以此为原始凭证进

行会计核算。在整个业务中银行虽然支付了利息但是却

无法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确认进项税额。对此可参考

从农业生产者购进农产品的进项税额确定方法，按向储

户支付利息金额和一定扣除率计算确定与利息支出相关

的进项税额。

例 1：假设“营改增”已在金融保险业实施，作为一般
纳税人的商业银行向储户支付存款利息时按3%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进项税额。A商业银行（一般纳税人）201×年 12
月 1日支付储户张先生到期的一年期定期存款本金
100 000元和利息3 250元，则：
计算确定的进项税额：3 250×3%=97.5（元）
确认利息支出金额：3 250-97.5=3 152.5（元）
相关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吸收存款 100 000
利息支出 3 152.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7.5
贷：库存现金 103 250

现行营业税制对金融机构往来和人民银行对金融机

构的贷款业务都不予征税。“营改增”后如果对上述业务

征税，则商业银行从同业和人民银行借入款项支付的借

款利息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确认进项税。如果延

续免税的优惠政策，可对上述利息收入的增值税款采用

直接减免方式，但应允许取得利息的商业银行和人民银

行向支付利息的商业银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例 2：假设“营改增”已在金融保险业实施，适用增值
税率6%，金融机构间借款利息收入直接免税，A商业银行
（一般纳税人）201×年12月15日收到B商业银行（一般纳
税人）支付的借款利息 150 000元，增值税 9 000元，开出
增值税专用发票。

A商业银行账务处理：
（1）确认利息收入和销项税额：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59 000
贷：利息收入 1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9 000

（2）核算减免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9 000
贷：营业外收入 9 000

B商业银行账务处理：
借：利息支出 1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 000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59 000

2. 保险业务进项税额的确定。保险企业也可按向保
户支付的赔付支出和一定扣除率计算确定相关的进项税

额。在分保险业务中向同业支付的分保费用在“营改增”

后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确认进项税额。

（三）税率的设计

我国当前增值税法规定共有 17%、13%、11%和 6%四
档税率，另有3%的征收率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金融保险
业“营改增”后税率设计的原则是既不能增加纳税人的负

担，又不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还不能使

当前本已复杂的税率体系变得更为复杂，从而影响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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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中性调节作用。这个税率宜从当前四档税率中进行

选择。

例 3：假设金融保险业已实施“营改增”，A商业银行
（一般纳税人）按2.75%利率吸收一年期定期存款1 000万
元，将其以5.60%的利率对外贷出，期限也是一年。
利息收入金额：10 000 000×5.60%=560 000（元）
（1）假设商业银行向储户支付利息时，按3%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与利息支出相关的进项税额。在该笔业务中：

利息支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10 000 000×2.75%×3%=8 250（元）
抵扣进项税额后利息支出金额：

10 000 000×2.75%－8 250=266 750（元）
则该笔贷款业务按现行增值税四档税率计税，银行

的税收负担情况如表1所示（金额单位：元，下同）：

（2）假设商业银行向储户支付利息时按 7%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与利息支出相关的进项税额。在该笔业务中：

利息支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10 000 000×2.75%×7%=19 250（元）
抵扣进项税额后利息支出金额：

10 000 000×2.75%-19 250=255 750（元）
我国当前工商业增值税基本税率17%，采购农产品进

项税额的扣除率 13%，所以扣除率不应高于行业基本税
率。该笔贷款业务按 11%、13%和17%三档税率计税，银行
的税收负担情况如表2所示：

（3）假设商业银行向储户支付利息时按 9%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与利息支出相关的进项税额。在该笔业务中：

利息支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10 000 000×2.75%×9%=24 750（元）
抵扣进项税额后利息支出金额：

10 000 000×2.75%-24 750=250 250（元）
则该笔贷款业务按现行增值税四档税率计税，银行

的税收负担情况如表3所示：

（4）假设商业银行向储户支付利息时按13%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与利息支出相关的进项税额。在该笔业务中：

利息支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10 000 000×2.75%×13%=35 750（元）
抵扣进项税额后利息支出金额：

10 000 000×2.75%-35 750=239 250（元）
则该笔贷款业务按现行增值税四档税率计税，银行

的税收负担情况如表4所示：

从上例看：扣除率为 3%时采用 6%的税率，税负为
4.53%，略低于当前营业税5%的税负；扣除率为9%时采用
11%的税率，税负为 6.58%，比当前营业税负略高。如果考
虑到“营改增”后金融保险企业外购不动产、设备、软件、

耗材、建筑装修劳务、保洁服务和安保服务等，支付水电

费和租赁费等都可取得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实际税收负

担会进一步降低。该行业除了贷款这一核心业务外，还有

保险、金融经纪等众多的其他业务。这些业务进项少、增

值率高，如果采用较高税率，税负会大幅增加。所以笔者

认为，全行业统一采用6%的税率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具体
税率还要依据利息支出进项税额的确定方式和建筑业及

房地产业的税改情况来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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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

6%

11%

13%

17%

利息收入

560 000

560 000

560 000

560 000

销项税额

33 600

61 600

72 800

95 200

利息支出

266 750

266 750

266 750

266 750

进项税额

8 250

8 250

8 250

8 250

应交增值税

25 350

53 350

64 550

86 950

税收负担

4.53%

9.53%

11.53%

15.53%

税率

11%

13%

17%

利息收入

560 000

560 000

560 000

销项税额

61 600

72 800

95 200

利息支出

255 750

255 750

255 750

进项税额

19 250

19 250

19 250

应交增值税

42 350

53 550

75 950

税收负担

7.56%

9.56%

13.56%

税率

11%

13%

17%

利息收入

560 000

560 000

560 000

销项税额

61 600

72 800

95 200

利息支出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进项税额

24 750

24 750

24 750

应交增值税

36 850

48 050

70 450

税收负担

6.58%

8.58%

12.58%

税率

13%

17%

利息收入

560 000

560 000

销项税额

72 800

95 200

利息支出

239 250

239 250

进项税额

35 750

35 750

应交增值税

37 050

59 450

税收负担

6.62%

10.62%

表 1 向储户支付利息时按3%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进项税额

表 2 向储户支付利息时按7%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进项税额

表 3 向储户支付利息时按9%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进项税额

表 4 向储户支付利息时按13%的扣除率
计算确定进项税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