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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定调全面推开“营改增”，

引发企业高度关注。《中国企业报》记

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全面推开“营改

增”将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

生活服务业这四大行业产生较大影

响，小型房企与餐饮业或难享政策红

利。专家指出，面对较为复杂的市场，

企业经营与政策制定都应与时俱进，

最终使企业真正享受到减税利好。

四大行业将受较大影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

座谈会。他表示，“营改增”作为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前期试点已

取得积极成效，今年要全面推开，进一

步较大幅度减轻企业税负。

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6月底，全国纳入“营改增”试点

的纳税人共计 509 万户，已累计减税

4848 亿元。全面推开“营改增”，将给

企业带来多大利好？国家税务总局原

副局长许善达曾表示，全面“营改增”

的减税额度有望达到9000亿元。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国内建筑

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尚

未全面纳入“营改增”。因此，全面推

开“营改增”将对这四大行业产生较大

影响。财政部税政司就曾表示，剩下

四个行业户数众多、业务形态丰富、利

益调整复杂，尤其是房地产业和金融

业的增值税制度设计是国际难题。

某大型房企一位负责人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营改增”是大势所

趋，总体来看肯定是会减轻企业税

负。不过具体效果还要在实施的过程

中才能体现出来。

“预计‘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对建

筑业而言，因为劳动力成本/折旧不能

抵扣增值税，或会在较短时期内对建

筑类行业公司的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

响，长期内对‘营改增’政策的修改将

可能抵消不利影响。对房地产业而

言，如果土地成本不可抵扣，最终行业

利润下降幅度可能会更大，反之则对

企业经营业绩有利。对金融业和生活

服务业而言，属于利好信息，将会显著

减轻企业的负担。”著名经济学家宋清

辉对记者表示。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大中华区间接

税主管合伙人梁因乐表示，“营改增”

一旦全面推开，目前已纳入“营改增”

的行业受益更多，企业成本将进一步

下降。建筑

与房地产行

业纳入“营改增”前，生产企业购买厂

房无法进行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房价

中的营业税需要计入成本。一旦建筑

与房地产行业纳入“营改增”，购买厂

房可以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进项

税抵扣，房价中不再含有营业税，而包

含的增值税无需计入企业成本。

小型房企与餐饮业
或难享政策红利

上述房企负责人同时坦言，目前

来看，全面实行“营改增”可能对业内

一些大型正规的企业会是利好，但对

于小型不太正规的企业来说，就很难

判定是否是利好。因为“营改增”实施

后，在抵扣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的完税

凭证，如果企业不能全部提供相关凭

证，都不会抵扣。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也对记者表示，“营改增”的背景

下，是增加负担还是降低负担，本质上

要看进项税额能否得到抵扣。从理论

上说可以做到。但实际情况是，很多

小型房企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到税

务部门进行此类进项税额的抵扣中，

是需要各类完税凭证的。但房地产开

发环节比较多，不可能完全凑齐此类

凭证，导致最后的扣税难度比较大。

“生活服务业特别是餐饮业相比

其他行业较为特殊，希望国家在这方

面能够给予照顾。”某餐饮服务企业老

总对记者表示：“餐饮业主要成本是劳

动力和租金，但是针对这些支出，增值

税却不能抵扣。而且餐饮企业的菜品

等的采购来源大多是农户和个体商

户，而这些群体一般都不能提供增值

税专用发票，这就将抵扣难题加到了

我们头上。”

因为不同行业业务内容差别较

大，采取统一的增值税政策，就有可能

对一些行业产生未减税却加税的效

果，这在国内已有先例，值得监管部门

关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称，“营

改增”后货运企业税负增85%—120%。

因为物流企业为了增加增值税抵扣项，

强行以油卡向司机支付路费，而卡车司

机被迫倒卖油卡，滋生了税收管理的灰

色地带，并加重了物流行业额外的资金

成本。在近期国务院听取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报告之际，国家发改委经贸司

和中物联共同向国务院建议，降低物流

业税负，统一增值税税率为6%，并呼吁

将路桥费尽快纳入抵扣范围。

企业经营与政策制定
都应与时俱进

严跃进表示，面对较为复杂的市

场，企业经营与政策制定都应与时俱

进，最终使企业真正享受到减税利

好。以房地产为例，在“营改增”政策

执行过程中，很多房企可能也会从多

寻找抵扣机会的角度来创新产品模

式。比如说，部分房企可能会加大精

装修住房的开发。因为此类物业的开

发，可能会导致各类进项税抵扣额度

的增加。所以在此类政策下，相应物

业开发的类型也会发生转变。

“另外，相比此前几年提的‘营改

增’的提法，实际上在2016年需要考虑

更多的内容。”严跃进指出，因为 2016

年房企的商业模式可能会增加一类关

于购租并举的模式。而此类模式实际

上对于房企营业收入的增加以及相应

的税负结构等都有新的影响。所以后

续如果采用了租赁模式进行经营的房

企，如果进行增值税的计算，也需要理

论和实务方面的探究。

事实上，除房地产外，其他类型的

企业如何推进“营改增”也有颇多议

论。有国内金融专家指出，针对金融

业的特殊性，不能实施“一刀切”，而应

该以创新性的方式来推进“营改增”。

例如存贷业务息差收入等隐性业务应

免税，并对出口金融业务实行零税

率。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避免在同

一财务年度实行两种税制，对原营业

税免税的项目应继续免征增值税；采

取“省级分行业就地预缴，总公司汇总

清算”的纳税方法；建立弹性税负补偿

机制，包括金融机构的税负补偿和中

央—地方的税收补偿。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研

究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

显著减轻企业税负，调动各方发展积极性。会议

释放出的明确信号，引起了各方普遍关注，作为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营改增”今年全面推

开，企业税收减负将达数千亿元。

面对“营改增”即将全面推开，对企业而言是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助推企业轻装前进的一个重

大信号，同时更预示着破除笼罩在企业头上的各

种“紧箍咒”，将成为新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开

山斧”。目前来看，用工成本的增加、各种税费负

担的高压、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疲软、公众潜在

消费能力的不确定性、重复产品的多头生产、研发

创新资金的匮乏、融资难融资贵的深层次制约等

各种因素交织，已经让实体企业“身心疲惫”。因

此，全面推动“营改增”落实，可谓新年为企业播下

的一场“及时春雨”，其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显而

易见。

“营改增”自1954年由法国率先起步，因其有

效解决了传统营业税重复稽征税的难题，半个世

纪以来迅速被各国争相采用。我国自 2012 年 1

月1日启动“营改增”以来，试点范围在逐步扩大，

试点地区已扩展至全国，行业已经覆盖交通运输、

邮政、电信以及研发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7

个现代服务业。从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来看，“营

改增”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了重复征税，

纳税人负担明显减轻，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国家

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全

国试点纳税人共计 580 万户，累计减税 5939 亿

元。其中，试点纳税人直接减税达 2845 亿元，原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加抵扣减税达3094亿元。

当然，在看到给企业直接带来减税好处的同

时，也要辩证地看到营业税作为地方收入的主要

来源亦在同步减少，需要防范地方政府为“吃饭工

程”而被迫变相从企业中，通过变换税种和费用类

别来填补“窟窿”。还应避免出现“企业乐享减税

笑得欢与潜在税费增长哭得痛”的“怪事”。否则

的话，“营改增”改革实施即使“遍地开花”与“百家

齐鸣”，到头来企业内在负担的减轻依然是“画饼

充饥”。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认为在全面推开“营改

增”改革中要想让企业乐享改革的红利以及要以

推开“营改增”改革为契机配套深化相应的新制

度，确保企业在面临各种不利因素时能够有序地

科学应对，一方面，要出台与实施精细核定税费分

享比例新制度，充分发挥地方助力企业发展的作

用。客观地说，在试点的交通运输、邮政等7个现

代服务业，其经济总量占比在全行业占比中毕竟

比率不大，试点过程带来的减税总量对地方财政

收入的影响还谈不上“伤筋动骨”,隐患暂时没有

浮上水面。但是，一旦全面推开“营改增”，其减税

力度和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势必凸显，如果没

有其他税源和费源做相应的补充，或者地方对增

值税的分享比例不足，地方政府要消化营业税消

失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可谓“雪上加霜”，甚至会

促使地方“变着戏法”到企业“化缘”，反而不利于

企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推行企业税费负担新制度，全面

公开企业承担税费清单，让企业免受额外的负

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企业而言承担合

理的税费负担理所当然，虽说曾经被社会调侃的

“特种税”与“皇帝费”已经消失，但怕就怕企业在

税费负担中“吃哑巴亏”的闹剧重演。未雨绸缪方

能临阵不乱，推开“营改增”的同时，更需算好企业

税费负担账，要毫不含糊地公开企业承担税费的

清单，让企业任何时候不受政府管理部门和人员

变更的制约，始终实现按单缴纳应承担的税费，从

源头避免企业承受额外的负担。

此外，还需要自上而下配合建立减轻企业负

担的专门监管机构，明确相应的监管责任与失职

追责的具体程序、范围、内容以及相应的举报奖励

机制，并对加重企业负担的加重部分实施10倍的

罚款直接返还给企业。那么，企业乐享“营改增”

改革红利自然水到渠成。

全面“营改增”上路
小型房企与餐饮业或难享红利

本报记者 朱虹

观察

让“营改增”惠及企业
还需下哪些功夫

雷振华

（上接第一版）

针对当前债务案件可能增多的趋

势，执法机关应当率先打破“司法冷

漠”，从心态和行为上向管“小事”转

变。要通过执法创新，建立简单、快

速、低成本的债务案件处理机制。对

于没有纠纷和异议的债务案件要即时

受理、即时结案，最大限度保证债权人

的利益。尽管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一个

发达国家，但其债务案件处理的方法

却非常快捷。在阿尔及利亚，只要是

债权人拿着债务人欠债的依据，法院

可以直接通过银行，把债务人账户上

的钱划转到债权人的账户上，然后再

告知债务人。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

法思路，非常值得赞赏和借鉴。

要形成按约还债的债务文化，还

必须对恶意拖欠债务的“无赖企业”施

以惩罚性制裁。要通过“老赖黑名单”

曝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一整套机

制和办法，让“老赖企业”无处可躲，无

钱可借，用全社会的力量约束债务人

的行为。同样，对于一些因为“小事”

得不到解决而发生的极端恶性事件，

要往根上捯。要依据事情的最终后

果，对造成问题的“始作俑者”进行惩

处，让其对后果承担“完全责任”。同

时，也要追求“权力冷漠者”的责任。

而不是片面要求弱势的一方冷静克

制，形成对“流氓企业”事实上的包庇

和纵容，让其逍遥法外。

只有管好了小事、大事才不会再

多。在经济下行和去产能的双重作用

下，微观经济层面将出现更加复杂的

情况。一些“小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

解决，就可能形成区域性和系统性的

问题，酿成大的祸端。因此，各级行政

机关不能一味只抓大事，不管小事。

要理性地看待大事与小事的辩证关

系，进而形成解决“小事”的热情、方法

和机制。

和其他社会机构相比，法律机关

更要负担起管“小事”的责任，扩大对

于经济和社会事务调整规范的范围和

力度。让民众和企业对于“小事”能够

找到可以“讲理”的地方，疏解负面情

绪对社会构成的潜在风险。

客观地看，司法机关办案速度慢、

效率低，更多是受困于人手少、案件多

的影响。对于经济案件“抓大放小”、

“弃难就易”也有迫不得已的成分。结

合简政放权行政体制改革，抽调有法律

背景和能力的政府工作人员充实到司

法机关，既可以平稳实现政府减员的目

标，又可以改变司法机关力量薄弱的现

状。可谓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除普遍存在的债权债务问题外，

在经济改革和去产能的过程中，包括

减员和降薪等在内的一系列现实问

题，还会衍生出诸多矛盾和冲突。只

有消除权力冷漠，形成抓“小事”的思

维和习惯，把问题解决在苗头初期，改

革才会更加平稳和顺利，中国经济才

能更多地收获改革红利。

权力冷漠是经济风险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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