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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现行营业税法规中存在几个较为明显的漏洞，给纳税人带来了一定的筹

划空间。本文借助案例，在逐一阐述漏洞的基础上，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
 

【关键词】营业税   视同销售   漏洞

一、营业税规定的几个漏洞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2］191号）的规定：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

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在投资后转让其股权的，也不征收营

业税。关联方企业，非常容易利用该漏洞来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节税目的。
 

例1：甲企业持有乙企业70%的股份，2013年8月18日，甲企业、乙企业达成协议，

甲企业欲将A生产线转让给乙企业。截至2013年6月30日，与该生产线有关的资产、

负债如表1所示。
 

甲企业、乙企业位于2008年12月31日之前未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地区，均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机器设备为2008年6月25日购进，表格中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金

额均不含增值税，假定不考虑相应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若甲企业选择一般性方案转让生产线时，通常会将存货、机器设备、厂房及土地使用

权等按评估价出售给乙企业，同时收回应收账款、付讫应付账款，然后结清相关人员

的工资薪酬，让其与乙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则该方案下的税务处理为：应纳增值

税为88.5万元（450×17%+600×4%÷2），应纳营业税为90万元［（1 800-1

500）+（3 500-2 000）×5%］。
 

若甲企业利用上述营业税漏洞，可采取以下方案：以存货、机器设备、厂房及土地使

用权等投资设立一个丙公司，其中投资资产均按照评估价值，然后甲企业将丙公司的

全部股权以6 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企业。则该方案下的税务处理为：将购进的货

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在增值税上应按视同销售货物处理，需要计算相应的增

值税销项税额，应纳增值税为88.5万元（450×17%+600×4%÷2）。根据财税

［2002］191号文，应纳营业税为0，从而节税90万元。
 

2. 根据《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营业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

第51号），自2011年10月1日 起，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

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和劳动力一

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其中涉及的不动产、土地

使用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与此相关联的政策，是之前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

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3号）。该

规定要求自2011年3月1日起，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

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

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

税。企业可以结合利用上述两项漏洞来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节税目的。
 

沿用例1，甲企业可以采用如下方案：将存货、机器设备、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等连同

相关联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人员一并转给乙企业。交易合并作价6 150万元

（450+600+1 800+3 500+300-400-100）。该方案下税务处理为：应纳增值税及应

纳营业税均为0，成功节税178.5万元。
 

企业在进行上述税收筹划时，还需关注一个重要问题：即重组方案必须是将资产连同

与其关联的债权、债务、劳动力一起转让，只有这样才属于“转让企业产权”行为，而

该行为不属于增值税或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3.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除本细则第七条规定外，纳税人提供

建筑业劳务（不含装饰劳务）的，其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设备及其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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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动力价款在内，但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企业可以利用该漏洞来进行

纳税筹划，以达到节税目的。
 

例2：2013年6月甲企业一幢写字楼建筑招标，乙建筑公司以6 000万元的总承包额中

标，总承包额中含电梯设备采购价款500万元，则乙企业应纳营业税为180万元（6

000×3%）。
 

若乙企业采用如下方案：与甲企业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同注明工程价

款5 500万元，甲企业自行采购电梯设备，价值500万元，则乙企业应纳营业税为165

万元（5 500×3%），从而成功节税15万元。
 

企业在进行上述纳税筹划时，亦需注意一个问题：即材料和设备的划分。因为建设方

提供材料必须纳入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而提供设备是不需要缴纳营业税的。新修订的

《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对材料、设备的划分并没有明确规定，实务中仍然沿

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3］16号）。根据规定，通信线路工程和输送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电缆、光缆和

构成管道工程主体的防腐管段、管件（弯头、三通、冷弯管、绝缘接头）、清管器、

收发球筒、机泵、加热炉、金属容器等物品均属于设备，其价值不包括在工程的计税

营业额中。此外，关于设备的具体名单，纳税人需要继续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省级

地方税务机关的具体规定。
 

二、疑为漏洞的原因分析
 

1. 关于漏洞之一，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销售不动产是指有

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是否属于“销售”强调两点判定标准，其一是“有偿”。条

例中解释“有偿”是指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其二是“转让所有权”。投资

方以不动产投资入股，获取了被投资企业的股权，将来按照持股比例参与被投资企业

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符合“有偿”标准。不动产投资后从投资方账面上减

少，在被投资方账面上增加，被投资方按会计准则规定提取折旧，符合“转让所有

权”标准。同理，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其实质等同于有偿转让无形资产。因此，以

不动产、无形资产投资入股都属于“视同销售”。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将不动产或者土地使用权无

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同发生应税行为（即视同销售）要缴纳营业税。以不动

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和对外捐赠，都属于“视同销售”，对后者征收营业税，而前者

不征，有失公允。不知道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此项规定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

么？难道是为了鼓励企业以不动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若是鼓励投资，为什么以不

动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就不交营业税，但是以动产对外投资却要缴纳增值税呢？在

当今房地产价格普遍偏高的形势下，站在国家的角度，岂不是税收收入流失严重？
 

此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0］118号）的规定，企业以经营活动的部分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应在投资

交易发生时，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

所得税处理，并按规定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再者，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资产所有权属

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上述两个文件清晰

表明，在所得税上资产对外投资一定要作为“视同销售”；在流转税上，相应的有形动

产要缴纳增值税，但无形及不动产却不缴纳营业税，实在有悖常理。
 

2. 关于漏洞之二，可以理解为国家对资产重组在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对纳税人欲进

行资产重组无疑是一重大利好消息。国家支持企业资产重组的本意是为了提升企业的

竞争力，扩大其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但是，该规定若被企业不正当

利用，进行相关的“业务设计”，则有可能在规避巨额税款的背景下，完成资本市场中

的某些交易。
 

例3：A公司是一上市公司，B公司持有A公司70%股份，C公司是一家非上市公司，D

公司持有C公司70%股份，E公司持有C公司30%股份。2010～2012年A公司连续亏

损，但C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攀升，2013年6月D公司欲收购A公司，然后剥离其全部资

产与负债，同时将C公司优良资产注入A公司，以达到“借壳上市”。该重组交易步骤、

重组后果及会计处理如表2所示，重组交易双方的税务处理如表3所示。
 

   表 2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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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企业在重组中利用上述漏洞，既可以达到重组目的，又能避免巨

额税款，真可谓“一举两得”。
 

3. 关于漏洞之三，在实务中施工方提供设备存在两种方式，即自产或外购。
 

若是自产，其税务处理遵循《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该规定明确纳

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应

税劳务的营业额和货物的销售额，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货物销售额不缴

纳营业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
 

若是外购，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进行税务处理。将外购货物

用于建筑业劳务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同样属于混合销售行为。从事货物的生

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

物，不缴纳营业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提供应税劳务，缴纳营业

税。因此，施工方提供设备不论是自产或外购，其均要纳税，或纳增值税或纳营业

税。那为什么建设方提供设备却不纳税呢？这让人迷惑不解。
 

此外，对于建设方而言，自己提供设备能控制主要设备的进货渠道，节约采购成本且

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同时还可以减少施工方的资金垫付压力，因此目前建安行业大多

数工程的设备一般都由建设方供应。从征税角度上看，若建设方提供设备不纳税，建

设方可谓赚了个“盆满钵满、满载而归”，但国家却流失了巨额税款，有悖税收立法精

神。
 

三、相关建议
 

针对漏洞之一，笔者建议修改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

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应作为视同销售，投资转让时按评估价征收营业

税。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投资时应征收营业税，前已分析，不再赘述。股权转

让不征营业税是为了保持税法规定的前后一致。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十八条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无论金融企业或非金融企业转让金融商品（包括

股票）均要缴纳营业税。由此可知，转让股权并不在营业税征税范围之内，因此以无

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换取的股权在转让时不征营业税。
 

针对漏洞之二，为防止企业以“资产重组”之名，行“借壳上市”之实，规避税收，建议

针对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13号及第51号规定，制定相应的补充细则。具体可参照

两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59号）。譬如，重组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

纳税款为主要目的，被重组的企业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

动等。
 

针对漏洞之三，建议修改为：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其营业额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

设备的价款，建设方提供的设备（自产或外购）应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因为设备为动

产，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用于在建工程，应作为视同销售，依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进行纳税。这样从国家

角度来看，设备未纳入营业额缴纳营业税，但缴纳了增值税，税款总量并未减少，从

而堵塞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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