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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aid the value-added tax (VAT) and the business tax have been replaced 
from on May 1, 2016. The VAT rate was set at 11%.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replace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and carry out VAT tax planning, is the first task of enterprise after that 
change. Through assumption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st can get arrive 
buckles and the quantity of the fixed assets, of which the key  point that is controlling the val-
ue-added tax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key points, providing business 
planning recommendations, reducing corporate tax burden, the goal of maximizing corporate 
profits would be achieved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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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业于2016年5月1日起全面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正式退出建筑业，增值税税率确定为11%。抓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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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增”这个契机，进行增值税的纳税筹划，是企业“营改增”后的首要任务。文章通过一定的假设前提，

进行理论计算，归纳出影响建筑业施工方增值税税负的关键控制点主要是成本费用的可抵扣比例及购置

固定资产的数量。通过围绕关键控制点的研究，给企业提供筹划建议，科学减轻企业税负，最终实现企

业利润最大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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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6 年数据显示，建筑业年投资额高达 4577 亿元，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

专业承包建筑企业实现利润达 6745 亿元，建筑业一贯以来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国家的整体就业，

该行业的税负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质量与效率。从现有数据看，建筑行业因为进项

税抵扣不完全，整体税收负担加大。建筑业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行业，其自身的一些

弊病，如项目违规挂靠，资质违规共享，管理复杂，人力资源流动性大，混业经营等特点，导致企业的

现金流与票据流不同步。直接影响的是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不能足额及时地抵扣。这就倒逼建筑企业

进行管理上的革新以及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这样才能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贯彻好“一

带一路”方针政策。 

2. 研究综述 

邹昱、杨抚生(2011)采用 CGE 模型对改革的难点进行研究，分析得出增值税税率 11%并不会增加企

业的税负的结论[1]。 
王杰、饶海琴(2013)通过测算投入产出表得出了增值税为 11%时可以降低建筑企业的税负的结论。 
戴国华(2012)分析计算《中国上市公司业绩评价报告 2011》中的统计数据得出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

的企业应缴纳的流转税变高的结论[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2 年委托中国建设会计学会实地调研我国建筑施工企业后。

得出的研究结果《建筑业“营改增”调研测算情况汇报》一文里表明“营改增”后建筑企业的税负将会

明显增加。 
从研究结论上看，各方有不同的论述，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将在一定假设前提条件下进行理

论分析，得出影响增值税税负的关键控制点。然后根据该关键控制点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使企业能够

减轻税负。 

3. 理论分析 

在理论分析时，我们假定建筑施工企业只存在建筑劳务，增值税销项税率为 11%，并且可抵扣成本

费用的进项税率均为 13% (可抵扣成本费用包括分包工程支出中的小规模纳税人，可抵扣税率为 3%；分

包商为一般纳税人，专业分包、劳务分包、清包工采用一般计税，可抵扣税率为 13%；工程物资，可抵

扣税率为 13%或 17%；机械使用费，可抵扣税率为 17%。可抵扣税率有 3%、6%、11%、13%、17%等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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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了简化计算和理论分析的需要我们假定所有的可抵扣税率均采用 13%的税率)。假定企业在原征营

业税时，企业的营业收入为 A，发生成本费用为 B，成本费用中可抵扣比例为 P，新增固定资产支出总

额(含增值税进项税)为 M。 

3.1. 流转税的平衡点分析 

增值税作为流转税的一种，且采用价外计税方法进行计税。流转税中也包含属于价内税的营业税.应
缴纳增值税的公式如下： 

 11% 13%= − = × − ×应缴纳增值税 销项税 进项税 不含税营业额 可以抵扣成本费  

其中营业收入是包含增值税的收入。具有完全垄断性的行业才能将增值税完全向消费者转嫁，显然

建筑业不具有该特性，此时需要将企业的含税收入剔除所含的增值税转变为不含税收入。原含税收入为

A，现收入应该为 ( )1 11%A÷ + ，即为 0.9009A，同比下降了 9.91%。根据可抵扣比率可知发生的成本费

用中进项税额可抵扣部分为 BP，将含税成本费用剔除增值税转化为不含增值税的可抵扣成本费用为

( )BP 1 13%÷ + ，即为 0.8850BP，同比下降 11.5%。“营改增”后应缴纳增值税税额为： 

0.9009 11% 0.8850 13% 0.0991 0.1151A BP A BP= × − × = −应缴纳增值  

原营业税税率为 3%，若要保持流转税税额不变，应满足的条件为： 

3%÷ =应缴纳增值税 营业收入  

所以当 ( )0.0991 0.1151 3%A BP A− ÷ = 时，流转税税率保持在 3%不变，所需缴纳的流转税税额保持

不变，解出 60%BP A÷ = ，即可抵扣成本费用达到营业收入的 60%时，流转税额在“营改增”前后保持

不变。 
以上论证只考虑了成本费用中的可抵扣税额，但实际操作中，企业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后，新

增的固定资产也存在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第一年可抵扣 60%进项税第二年可抵扣 40%进项税，同样为

了简化计算将可抵扣的税额约等于不含税固定资产成本的 13%。在考虑了新增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应缴

纳增值税税额为： 
0.9009 11% 0.8850 13% 0.8850 13%A BP M= × − × − ×应缴纳增值税 。 

同样，若要保持“营改增”前后流转税额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要满足条件为： 

( ) 60%BP M A+ ÷ =  

可知当可抵扣成本费用和新增固定资产额大于营业收入的 60%时，“营改增”后流转税额是减少的，

反之，是增加的。 

3.2. “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和企业盈利的影响 

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5%，我们采取下式计算企业所得税和净利润。 

25%= − − ×企业所得税 营业收入 税金及附加 营业成本及费用  

同理， 

= − − −净利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及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费得  [3] 

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仅考虑营业税、增值税、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附加(2%)及城建税(7%)，不

考虑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营改增”前，净利润为 

( ) ( )3% 1 7% 3% 2% 1 25% 0.7248 0.75A B A A B−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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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前，税负总额为 
( ) ( )30% 1 7% 3% 2% 3% 1 7% 3% 2% 25% 0.2752 0.25A A B A A B∗ ∗ + + + + − − ∗ ∗ + + + ∗ = −   “营改增”后，

净利润为 ( ) ( ) ( ) ( )0.9009 0.8850 1 0.0991 0.1151 7% 3% 2% 1 25%A BP P B A BP− − − ∗ − − ∗ + + ∗ −   计算得出

净利润为 0.6668 0.0966 0.75A BP B+ − ; 
“营改增”后，税负总额为 

( ) ( )75% 25% 0.0991 0.1151 1 7% 3% 2%A BP∗ + − ∗ + + +净利润  

计算得出税负总额为 0.3333 0.0967 0.25A BP B− − 。 
要使净利润在“营改增”前后保持不变，即： 

0.7248 0.75 0.6668 0.0966 0.75A B A BP B− = + − ， 

得出 BP/A=60%时净利润相等。当可抵扣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小于 60%时，税后净利润会下降，

若可抵扣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大于 60%时，税后净利润上升。若要使税负总额在“营改增”前后金

额保持不变，即： 0.2752 0.25 0.3333 0.0967 0.25A B A BP B− = − − 。 
得出： 60%BP A÷ = 。即当可抵扣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大于 60%时税负总额会下降，反之，会

上升。 
通过理论分析，当可抵扣成本费用占企业营业收入的 60%以上时，就能实现净利润上升或税负总额

下降的目的。我国的增值税是采用以票抵扣的税务政策，仅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才能抵扣税额，60%
的比例对于大多数企业来看都是可以努力实现的。其实现实中，情况会复杂很多，如：抵扣税率不一定

是 13%，税金及附加还可能包括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 

4. “营改增”后建筑施工方的纳税筹划 

4.1. 甲供材业务计税方法的选择 

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可以减少建筑施工方税负。根据《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明确

“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建筑服务的，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即可以采用一般计税方法，也可以

采用征收率为 3%的简易计税方法[4]。我们一般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可以降低税负。原因如下：增值税

征收率 3%与征收营业税时税率持平，同时，计算增值税的税基为“价款与价外费用之和减去成本费用”，

而营业税的税基为“价款与价外费用之和”，显然相对于营业税来说，增值税的税基更小些，因此“营

改增”后税负必然减少。 

4.2. 采用机械代替人工 

建筑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而劳动力成本几乎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不能抵扣税额，

由前面的理论论证可知，可抵扣成本占营业收入的 60%以上时才能降低税负总额，提高净利润，所以，

可以选择购买先进设备代替人工，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购买设备进项税额还可以实现抵扣，

这就倒逼建筑施工企业向机械化生产建设的方向前进和改革，但同时购买设备需要大量的现金流且设备

的使用寿命长很难立即对企业利润产生明显影响[5]。可见，以后的劳动力只有掌握了操作特种机械设备

的技能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 

4.3. 加强票务财务管理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建筑业都是缴纳营业税，核算简单，导致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但是“营改

增”以后，税务处理变得复杂，加上行业本身的特殊性，更使票务财务管理变得更加重要[6]。财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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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掌握最新的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能力，掌握相关法律和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税务

筹划和财务会计核算。企业要定期组织全公司职工学习增值税知识，从而让全公司人员知悉增值税对企

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另外，增值税的抵扣认证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 180 天)，是否在增值税抵扣期限

内到税务机关进行认证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 

4.4. 供应商的选择 

企业在采购时一定要选择能提供专票的供应商。从采购时的报价来讲，作为一般纳税人的材料供应

商报价肯定会比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材料供应商价格更高一些。但是，对于建筑施工企业而言，取得增

值税进项发票后，可以抵扣 17%的增值税进项税，又可以抵扣 25%的企业所得税。在一定差价范围内选

择选择一般纳税人的供应商更合算。例如：有两个供应商 C、D。其中 C 为一般纳税人，材料报价为 23.4
万元，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的 D，材料报价仅为 22 万。从 C 处购买，采购成本为 20 万( 23.4 20 20 17%= + × )，
从 D 处购买，采购成本为 22 万。假如从 C 处购买，入账的采购成本小 2 万，影响未来利润多 2 万，结

果导致多纳所得税 5000 元。实际上，未来交税时就少交 34000 5000 14000 15000− − = 元，实际相当于公

司盈利 15,000 元。假如从 D 处购买，采购成本多 2 万，也就是未来利润少 2 万，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5000
元，但是没有增值税专票抵扣，即相对多缴纳增值税 3.4 万，总计影响公司未来就要多付资金流 15,000
元。因此，从一般纳税人 C 处购买材料更合算。因此，实行“营改增”以后，选择一般纳税人作为材料

供应商往往更合算。 

4.5. 对合同管理的影响 

不管是采购合同还是招标合同，都需要在合同中明确对方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考虑到增值税

作为价外税，需要在合同的相关涉税条款约定明确，不然会有产生经济纠纷的风险。因此，对合同版本

和条款作出必要的规定和设计是非常必要的[7]。 
政府进行“营改增”变革的初衷是降低企业的税负，避免企业重复纳税。但是建筑施工企业因其自

身的特殊性，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得出要实现减少税负必须取得足够多的增值税专票的结论，要取得

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企业的供应商的选择就有倾向性，也会不断使用先进设备来代理人工，同时在合

同签订中也要书立增值税这一税负条款，同时也要加强增值税的流转过程中发票管理。实行“营改增”

变革能很好地促进建筑业向高效率的机械化作业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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