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改增”真的来了，而且是顶层强推的方式落地，营改增真的只是减税吗？，

要减税直接降低税率不行吗？为什么要推行营改增？我们来分析其中的目的。

1）“营改增”使得建筑地产行业补贴制造业

虽然总理说了，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但是对于建筑地产行业是个例外，

尤其利率在超预期的 11%的情况下。

由于包工头的存在，建筑企业之前普遍的模式是核定征收，因为建筑企业上

游除了钢筋混凝土，很多的工人，材料都来自个体户或者个人分包，地方政府仅

根据你获得的工程款计算你的营业税及附加，甚至所得税也是按照收入额确定的。

然后各地方政府再给与所得税减免，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就是建筑企业进材料

和人工是可以不要任何发票的。所以钢贸企业才会代开发票横行。因为建筑企业

最大的材料商是钢材。

那营改增之后建筑企业的境遇就不同了。上游如果不开发票，你就按照工程

款的 11%交税，上游要发票，那含税和不含税价格注定负担不同。特别是个人和

个体企业，他们无论是包工头还是卖小五金，小收据变成大发票的过程一定痛苦

无比。另外部分针对建材的简易征收也将停止，这些企业也将加入发票竞购行列。

然后对于建筑企业上游既然都要了抵扣发票，势必加大财务投入，最后所得

税核定征收也会马上进入历史档案。况且征收主体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国税，地

方政府再也无法用税收减免的方式做大地方企业。

然而为什么还说是补贴制造业呢？我们来算一下，一家钢材企业卖钢材，钢

厂一定给你开了发票，税率 17%，你卖出去给建筑企业人家不要发票，那你磨平

税率差，你只能卖发票，买发票是什么人呢？都是制造企业，他们需要抵扣，而

建筑企业给制造企业造厂房原来是开营业税，你无法抵扣，而营改增之后所有的



固定资产都存在增值税发票，而且抵扣是 11%，这个钱就从建筑企业的口袋溜到

了制造业的口袋。

我们来预计一下营改增之后的景象，营改增之后在建的地产项目将承受更大

的压力，而为企业建造厂房，建造商业区将蒸蒸日上。那些利润较好的制造业企

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入，以抵扣销项税，降低所得税支出。

2）“营改增”是为了消灭税收死角

营改增之后税收无死角，家家要抵扣，不给都不行，这是基于一个产业链只

要有一环是需要全额发票，那上面的环节都逃不出，除非你能越过这个环节。比

如房地产卖房子需要全额开发票才可以办房产证，那房地产一定会向建筑企业要

发票，多多益善，然后建筑企业一定向包工头和材料商要发票，也是多多益善，

为什么？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要发票都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但是他付总是好过

我付，以前营业税的软肋就是不管他给不给发票，我提供劳务反正确定一定要付。

3）“营改增”即将收缩分税体制

地方政府热衷卖地，也热衷搞建设，这是分税制的结果，在 94朱总搞分税

制之前，我们国家地方政府办事是畏首畏尾，效率低下，因为没有积极性。地方

政府之前是没有财权的，分税制之后增值税国家收给地方留点固定的，营业税完

全属于地方政府收取和支配，地方政府开始活跃，再加上土地财政，财力进一步

增强。这种方式在经济起飞的时候非常有效，但是当经济进入瓶颈的时候就比较

危险，比如曾今有一段时间地方政府想出各种办法让各地方的低效率的企业不准

倒闭，地方政府包装各地方的企业上市，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不让外地企业

跨地域扩张。这些貌似不合理的做法其实是为了地方政府的收入。由于前几年地

方政府收入基数大，支出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而且地方政府更注重扩大收入

来维持庞大的支出。那营改增就是收回了地方政府扩张的动力，国税收税，税进



国库，然后再分配给你地方。在初期由于税收死角的清除地方政府的确可以获得

比以前多一点的税收，但是未来这个收入未来将完全依赖于你地方上企业的竞争

力，在很长时间是一个窄幅波动的数量，地方政府不会再去刻意的支持营业税的

企业，他们只能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获得收入。

我们预计一下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的景象，没有了扩大营业税的冲动，土地

财政被房产税所取代，地方政府停止人员扩张，转向服务型政府概率极大，但是

我们担忧一点，有可能地方政府的效率又会大打折扣，这从现在来看似乎还是误

解。

4）营改增并非实质意义的降税，降低税率才是降税

经济学上认为价格是最有利的诱导因素，税率其实价格因素，降低税率才是

主要方式，营改增只是财权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