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营改增”方案由试点到逐步向全国推广，其对企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的

影响正在不断显现，也将会政变现存的流转税收格局，交通运输业在改革中能不

顺利的过渡并适应这种变化将会对其利益产生直接影响。之所以实行“营改增”

政策是因为原有的营业税存在缺陷。且然该政策实施后，一些交通运输企业的应

纳税额会不减反增，但总体来训企业的整休税负是在下降的，所以，企业应运用

科学合理的税收筹划手段，在法律允许范用内节税、避税、税负转嫁，以降低企

业成木，获得更多的税后利润。具体来说，交通运输业就要在增加进项税抵扣、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选择纳税人种类等内容上做足功课。做好税务筹划，及

时适应税制转变，企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一、有关“营改增”政策及税务筹划

(一)“营改增”政策的背景

2011年 11 月 16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方案》(财[20111110号)，同时印发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实旅办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有关事项的规定》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

政策的规定》，明确从 2012年 1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这次政革主要着眼于消除目前对货物和劳务所产生的重友征税问题，通过优

化税制结构和减轻税收负担，为深化产业分工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

制度女持，有利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二)“营改增”内容及原因简析

“营改增”指的是将原有的营业税政为增值税，更改主要涉及征税的范围与征

税的税率。其中征税的范围主要涉及到一部分现代的服务业(信息技术的服务、

物流、咨询服务、研发与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有形动产的租赁服务)

和交通运输业。在税本方面在原有 13%、17%的基础上，增加 6%与 11%两档的

税率，其中有形动产的租赁服务为 17%、交通运输业的服务为 11%、现代服务业



的其他五项为 6%、年应税服务销售额在 500万元以下的行业(主要针对交通运输

业与部分现代服务行业般采用简易的征税方式，其征收率为 3%。

我国之所以出台“营改增”的税收政策主要的原因是原有的营业税存在一定

的缺陷。从涵盖的范围上讲，营业税不能够覆盖目前许多的新兴服务业;从征税

的计算方法上，大多数行业实行的是全额征收而非关额征税，同时税收的负担较

重、出现重复征税的现象。特别是许多服务行业的营业税可以比同规模的工业企

业的增值税高 20%左右。虽然国家针对这一现象采取了很多的解决措施，但是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着新兴企业的不断产生，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营改增”

是必然的选择。

(三)税务筹划基本介绍

总结来说，税务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对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及兼并、重组等事项做出筹划和安排，

以实现最低税负或延迟纳税的一系列策略和行为。广义的税务筹划包括节税、避

税和税负转家。税务筹划的其本方法包括以下几点:恰当选择税务筹划的切入点，

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高纳税义务转换为低纳税义务，税收递延，税负转嫁。

税务筹划是现代企业理财活动的重要内容，但不是经过筹划，所有的税收都

可以少缴，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以科学的观点看待税务筹划。

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一)加大企业会计核算的难度，企业的整体税负有所增加

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对企业的经营模式产生直接影响，相应的影响到企业的收

入及成本确认。未改草前的运行成本核算模式中，收入是收取车辆管理费，并根

据站务收入比例提取手续费来确定，其他余额则用作向车主文付的运行成本:而

政革后的成本核算则必须将所有单车收入及运行成本均纳入核算项目，才能保证

正常抵扣增值税这对企业而言，也是企业税负的增加，并且成本核算的难度也有

所加大。



在“营改增”之前，交通运输企业仅需缴纳 3%的营业税，而税制改革后税次

则提升为 11%和 6%，较之前有了大幅提升。实现“营改增”之前交通运输企业须

以所有的营业收入来缴纳营业税，但实行增值税后，用于购买原材料的成本进项

税额可以用于增值税抵扣，可以相对降低税负。不过由于此次税制改革中增值税

的税率要远远高于营业税税率，企业能用于抵扣的成本进项税其实并不能真正实

现减税的目的。

(二)对企业经营利润的影响

“营改增”后其对父通运输企业经营利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增值税属价外税，在会计核算时要将营业额换算成不含税收入，计入利润表中

“营业收入”项目，所以直接影响收入;其次，未进行税改前营业税及附加税是根据

营业额计算的，在改征增值税后这种计觉方法就不存在了，因此会对利润表中“营

业税金及附加”项日产生直接影响;再次，“营改增”后，新增了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其恨据实际缴纳增值税进行计算，会直接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最后，

税制改革前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改革后是可以抵扣，其中可抵扣不含税购

进金额计入成本，相应的营业成本或期间费用就会有所降低，利润则有所增加。

三、交通运输业应对“营改增”的税务筹划策略

(一)增值税进项税的税务筹划

首先，增值税相对于营业税最人的特点是作为一般纳税人可以进行税款抵扣，

因此，提供一定量的符合规定的进项税抵扣凭据可以诚轻企业的税负。在实际的

操作过程中企业可以优先选择同能够开具进项发票的单位合作，这样就能够增加

进项税的抵扣额。

其次，“营改增”后企业内部的业内服务不再重复征收营业税，因此可以利用

此政策对公司进行专业的分离，把涉及到现代服务业的业务分设成子公司，这样

子公司之间可以开具合法的增值税发票并进行抵扣，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整休的税负。



再次，公司要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及时索取专用发票，在规定期限

内认证通过，并在合同中明确增值税发票的税率，以降低税务风险，发票的管理

关键是要保障其合法性、合规性，游免术效、虚假的发票影响抵扣，给企业带来

财物损失，并易被定义为偷税漏税。

(二)合理利用税收的优惠政策

在“营改增”中各地区为了减轻对企业的税负影响，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对税改后负担增加的企业给了过波性财政扶持。比如设立了财政扶持资金，同时

国家对开发咨询、研究以及技术转让等环节所产生的增值税进行了一定的减免，

而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

即退政策。企业如有效、合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就能够减免税收负担，可以根据

企业的特点进行整改并将符合条件的进行申请、享受政策的补贴，进而保障企业

的利益。

(三)适时进行不同类别纳税人的转变

期值税的纳税人主要分为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的纳税人两个类别在实际的申

请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由请不同的类别。经测算“营改曾”后试点行业若为

小规模纳税人，其整体税负必然降低，如为一般纳税人其增值税率是在一定比率

水平下整体税负是下降的，否则税负就是上升的此时企业可以根据内部的具体条

件通过适当的业务拆分、建立子公司等方式，从而使一些业务可按小规模纳税人

的要求缴纳增值税，因此要合理利用纳税人身份进行筹划，达到节税的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