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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 本文从施工企业现有的两种劳务分包税金抵扣模式——差额纳税和代扣代

缴模式的纳税流程、纳税成本账务处理、资金成本以及结算单格式等方面入手，详细

分析了两种模式的优势及劣势，对于加强劳务分包模式下施工项目对劳务分包工程款

的税金成本管理，提升其市场竞争力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劳务分包；税金抵扣；比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内国际

施工业务市场迅猛扩张，在这种非常规、跨越式、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抢占市

场份额，多数施工企业采取劳务分包运作模式。在劳务分包模式下，我国的施工企业

总承包商与劳务分包商由于各自利益不同，再加上总承包商对劳务分包商管控机制的

缺失，造成了目前施工企业利润率低、经济效益不理想、市场竞争力下降。
 

施工项目的税金支出从概念界定上不属于资本性支出，是一项收益性支出，即费用成

本的支出。目前施工项目营业税及附加税平均税率在3.3%左右。因此，基于劳务分

包模式下施工项目对劳务分包工程款的税金成本管理非常重要。为适应新形势要求，

施工企业应加强税务成本管理，提升施工项目整体的成本管控水平。
 

一、劳务分包税金承担模式比较
 

根据修订的《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施工企业的总承包商将自己承揽的工程分包

给其他施工单位或组织，总承包商在计算计税基础时，应以其取得的全部承包价款减

去结算给分包商的工程款后的余额为计税基础。
 

《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营业税扣缴义务人”中增加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

门规定的其他扣缴义务人”的规定，由此产生了现在的两种劳务分包税金的承担模

式：①总承包商采取代扣代缴模式，目前税务局较少采用。由于部分财务人员对劳务

分包纳税义务在认识上有一定的偏差，以致存在总承包方未向劳务分包商提供代扣代

收税款凭证、或劳务分包商不接受代扣代缴模式等行为。②国内大多数税务局要求的

方式，规定总承包商不得代扣代缴，必须实行差额纳税的方式。
 

（一）纳税流程比较
 

1. 总承包商代扣代缴纳税流程。如图1所示，S施工企业A项目部在收到甲方结算账单

后，按结算额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时对当月结算的劳务分包商税金实行代扣代

缴，取得劳务分包商发票和抵扣联税单，月末按确定的收入差额计提营业税金及附

加。
 

比如业主结算400万元的工程款，其中100万元为分包，300万元为自营，假如只考虑

3%的营业税，A项目部自行主动代扣代缴相应税金，则流程为：项目部到税务局缴纳

12万元的税款，税务局为A项目部开具400万元的发票，并提供12万元税收缴款书，

纳税义务人为A项目部，A项目部将400万元发票提供给业主；同时，税务局根据分包

工程结算金额，代劳务分包商开具100万元的建安发票提供给A项目部，作为工程施

工分包成本的凭证附件，并出具3万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纳税人

为劳务分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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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承包商差额抵扣纳税流程。如图2所示，业主根据结算金额，代扣代缴营业税金

及附加，B项目部对劳务分包商税金不代扣代缴，只是按结算额扣除税金后的净额在

分包成本和应付分包工程款汇总反映，月末按确定的收入全额反映营业税金及附加。
 

这种情况下分包商开具发票并缴纳相应税款以后，到税务局开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

扣代收收税款凭证》，然后将抵扣联交到S施工企业B项目部，B项目部再以此为依据

进行差额纳税。（二）纳税成本管控比较
 

1. 两种劳务分包税金模式执行效果对比分析。代扣代缴模式从目前执行的效果看较为

可行、有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能及时取得劳务分包商开具的发票和抵扣税

单联，避免税金重复缴纳，规避无发票带来的税务风险；二是能真实反映分包成本和

应付劳务分包商工程款、应缴税金的过程；三是账务处理规范。
 

差额缴税模式从目前执行的效果来看，施工企业的纳税成本存在加大的可能性，主要

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施工企业已与劳务分包商办理了结算甚至支付了工程款，但

劳务分包商发票和完税凭证迟迟无法取得，造成施工企业垫付劳务分包商税款的情

形，从而增加了施工企业的资金成本，甚至可能产生劳务分包商和施工企业重复纳税

的问题。第二是因分包商资质问题，需缴纳相关税金（一般为2%的所得税）才能从

当地税务局取得发票，而这部分税金是因分包合同项目部的一些分包商在取得分包款

后没有发票所造成的。
 

2. 两种劳务分包税金模式账务处理对比分析。
 

（1）以结算1 000元为例。代扣代缴模式在对分包商进行结算时应做的账务处理为：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分包947.07，专项储备19.33，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税30.00、——城市维护建设税2.10、——教育费附加0.90、——地方教育费附

加0.60；贷：应交税费——营业税30.00、——城市维护建设税2.10、——教育费附

加0.90、——地方教育费附加0.60，应付账款——工程进度款916.40、——工程质保

金50.00。
 

（2）以结算1 000元为例。差额纳税模式在对分包商进行结算时应做的账务处理为：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分包947.07，专项储备19.33，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税30.00、——城市维护建设税2.10、——教育费附加0.90、——地方教育费附

加0.60；贷：应付账款——工程进度款950.00、——工程质保金50.00。
 

3. 两种劳务分包税金模式资金成本对比分析。
 

（2）代扣代缴模式。从形式上看，总承包商在税务局对业主开具工程款发票时，承

担开票金额相对应的税负，同时在对劳务分包商结算时直接将相应的税金扣下。表面

上看，这种模式在资金成本方面垫付了劳务分包商的税金，增加了资金成本。
 

但从深层次分析，这种模式由于可以在劳务分包结算时直接扣除相关的税金，所以可

以规避无发票带来的税务风险。在这种模式下，总承包商虽然垫付了劳务分包商税

金，但一般情况下业主与总承包商结算后，总承包商会对劳务分包商进行结算。这

样，总承包商垫付税金造成的资金时间成本是非常小的。
 

（2）差额纳税模式。从表面上看，总承包商在确定劳务分包商的完税证明后，下次

对业主开具工程款发票时可以直接抵销劳务分包商工程款发票金额的部分，好像是占

用了劳务分包商的税款。
 

但从深层次分析，这种模式从目前执行的效果看，不能及时取得分包商发票，所以总

承包商造成无票可抵的局面，从资金的时间成本上看，反而被劳务分包商占用了税

款，增加了资金的时间成本。
 

4. 劳务分包结算单格式差异引起的分包税金处理。目前施工企业各项目劳务分包结算

单形式不统一，造成在劳务分包税金负担方面出现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扣款等事项

与劳务分包结算单在一起而形成劳务分包结算与实际支付款项混在一起，扣款事项主

要为劳务分包自己消耗的材料款、办公用品、预借的款项以及工程罚款等。下表为某

施工项目的劳务分包结算单（部分）。

 

 

 

 

 

 

 



 

对于劳务分包商而言，如果向总承包商开具的发票金额为扣款及罚款后的金额，则会

使总承包商损失扣款及罚款金额相对应的税金。
 

上表中，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商结算的金额为100万元，扣款及罚款金额为2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劳务分包商应向总承包商开具的发票金额为100万元，而不是100万

元减去20万元的差额80万元。因为无论从会计事项或业务事项来看，这两个事情均

为不同的业务事件，按规范要求不应混在一张单子上，而应在劳务分包结算单基础上

再单独出具一张扣款及罚款确认单。
 

在上例中，若劳务分包商向总承包商开具的发票为80万元，则总承包商无论是以代扣

代缴方式还是差额纳税方式，都会多承担20万元相对应的税款。
 

二、结论
 

本文从施工企业现有的两种劳务分包税金抵扣模式——差额纳税和代扣代缴的纳税流

程对比、目前执行效果对比、账务处理对比以及资金成本对比几个方面入手，详细分

析了两种模式的优势及劣势。总的看，代扣代缴模式优势明显，比较可行。
 

为了规范税务核算，我们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从劳务分包结算单格式上着手，研

究不同的格式及开票方式造成总承包商的税金承担成本，将罚款及扣除项分开单独设

置表格，而不是将之混在劳务分包结算单上，这样可以明晰地反映出劳务分包商每期

应缴纳的计税基础，避免劳务分包商将本身应承担的税负转嫁到总承包商身上，这对

加强劳务分包管理，创新劳务分包管理模式，驱动施工企业生产力高速发展，提升施

工企业项目的精细化管控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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