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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业营改增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1. 增值税进项发票不能取得的问题。建筑业理论上

可取得的进项税发票占到70%，但是实际上企业连一半都

拿不到，无法抵扣进项税的支出比重达到 65%。表现为：

①建筑业占总成本 30%多的人工费在现行税制下很难取

得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发票；②建筑行业使用的一些砂、

土、石料等地材供料渠道大都是一些小规模企业或个体

户，难以取得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③工程成本中的

机械使用费大部分为自有机械设备费用，以折旧或台班

费方式进入成本费用，难以取得增值税发票；④其他间接

成本费用如房屋租赁费、临时用地拆迁补偿、青苗补偿等

很多也不能取得进项税发票；⑤大工程的贷款利息支出

也不能取得进项税发票；⑥甲供材料抵扣存在困难；⑦建

筑企业以前年度购置的大量原材料、机器设备等，如果不

能按比例做进项税扣除，也会造成成本的增加。

2. 纳税地点难以确定的问题。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

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除部分跨省、自治区或直辖

市外，营业税应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这种纳税方式也便于税收征管。由于建筑业经常发

生机构所在地和劳务发生不一致的情况，改征增值税，就

会出现在机构所在地纳税还是在工程所在地纳税的问

题。在劳务发生地纳税，便于劳务发生地税务机关对工程

进度和税源情况的掌握。但是项目施工都是临时队伍，财

务力量薄弱，如果在劳务发生地纳税，虽然便于对税源掌

控，但很难满足增值税纳税业务对专业素质的要求。

3.“营改增”对前期签订合同的影响。因在税改前签

订的合同，都是明确已含营业税的，税改后，税率无论是

6%，还是 11%，都会使原合同在履约过程中加大税负。对

前期已签订的合同如何执行增值税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4. 目前工程造价体系存在的问题。由于营业税是价

内税，现行造价中取费标准中建筑业综合税负为 3.41%，

“营改增”之后，其计税依据、税率发生了变化。“营改增”

现有造价模式也会发生改变。

二、对建筑企业落实营改增的建议

1. 对建筑业营改增适用税率应妥善考虑。

（1）根据中国建设会计学会的调研资料，按照财税

［2011］111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中规定建筑

业11%的税率，实际测算绝大多数企业税负增加幅度超过

90%。因此建议暂按 6%低税率或全部按小规模纳税人对

待，待各行业税收相对规范后再逐步推行。

（2）甲供材要从经济合同中给予约束，建议从总承包

经济合同中给予约定，建设单位在发包过程中，不得分拆

工程建设主体，以增加施工企业可抵扣税额。

（3）对于确实无法取得进项税发票的，如沙、土、石、

临时用地拆迁补偿、青苗补偿等可参照运输费用发票规

定一个扣除率计算抵扣增值税。

（4）允许增值税改革以前企业购入的大量施工设备

等固定资产、原材料等存货按一定比例、金额在一定年限

内分期抵扣进项税额。

2. 纳税时间、地点的选择。纳税时间应按照完工进度

百分比法确认当期收入，每月按比例预征增值税，在工程

决算后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税法应明确规定收入确认方

式，避免人为调整因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地点应

规定为机构所在地。建筑业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地点可

确定为劳务发生地，按征收率全额征收增值税。

3. 建议制订过渡办法，对已开工的在建工程和已竣

工尚未决算的项目，继续缴纳营业税，不修改税款缴纳比

例及方式，保证合同的履约；对税制改革后开工的项目执

行增值税政策，保证建筑业平稳过渡。

4. 及时修订预算定额，调整取费标准。由于营业税是

价内税，现行的预算编制办法采用成本加税金加利润编

制而成。建筑业改征增值税后，国家相关部门应同时对建

筑业预算编制办法及内容进行修改。将原取费标准中的

3.41%修改为营改增后新的建筑业平均综合税负，出台与

增值税税率相适应的工程造价体系。

5.“营改增”的实行需要单位负责人、相关人员超前

谋划，全面考虑，积极应对。为实现企业税负最小化，建筑

企业应选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合作，加强对增值税发票

的管理，提高可以抵扣的比例，将税负的影响降到最低，

确保“营改增”工作在建筑企业的顺利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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