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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为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支持

现代服务业务发展, 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颁布了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2011]110 号, “110 号文”)以及

《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 号, “111 号文”)。据此, 增值税“扩
围”(或称增值税改革)试点将于 2012 年起正式实施。上海作为试点城

市, 也已逐步开展税务机关内部和针对纳税人的有关业务培训。本

文将简要阐述此次增值税改革的总体印象和企业关注点。 
 
增值税改革的总体印象 

 
 结构性减税, 不等于减少税收负担 

 
整个增值税改革的结果将使增值税覆盖到原本征收营业税的

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 建立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收制度。总体

而言, 我们认为, 此次增值税改革属结构性减税, 其并不着眼

于降低某个试点行业的税负, 而是通过完善抵扣链条, 达到

降低包括上下游企业在内的整体税负的效果, 从而促进整个

服务业发展。因此, 作为试点区域和试点行业内(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企业, 是否能够因增值税“扩围”实现在

税负上直接受惠需区别对待。 
 

 不同行业, 影响迥异 
 

融资租赁行业是此次试点中的受惠行业之一。原营业税体系

下, 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 享
受差额征收营业税的政策, 但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 故下游

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设备无法如外购设备一样得到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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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增值税“扩围”后, 融资租赁企业增值税税负虽由 5%调整至 17%, 但下游企业可以取得增值税发

票, 且融资租赁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因此,融资租赁企业无疑

将受惠于此次增值税改革。我们建议融资租赁企业审核有关经营合同, 实现充分利用增值税改革的

优惠。 
 

对于增值税抵扣不足的行业, 比如部分轻资产(土地、房产除外)以及部分高人员成本行业, 增值税

改革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又如增值税改革前已经发生了大量固定资产购置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业), 
增值税改革可能增加该等行业的税负; 再如企业若存在较高不可抵扣进项税的支出, 比如, 企业没

有取得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 或上游企业以营业税纳税人为主而无法开具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 也
会使企业实际税负增加。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中, 很多细节待明确, 我们期待增值税改革方案的进

一步调整、细化和推进。 
 
企业关注点 

 
增值税改革试点将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 相关企业正忙于分析增值税改革可能对于企业造成的

影响, 我们建议企业在评估该等影响时, 尤其关注以下几点:  
 

 企业的业务结构及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 理论而言, 企业可以从下游企业收取增

值税, 而下游企业取得增值税发票后, 可以实现抵扣,对于企业而言, 只是现金流影响。然而, 企业

是否能够转嫁增值税还取决于很多因素, 如供应商的税种和税负以及是否能够提供合法发票, 如客

户的税种和税负、企业本身的谈判地位等。鉴于此, 即使整体属于受惠行业, 不同企业最终可能会

出现因增值税改革而受惠或者需分担改革的不利因素。因此, 企业要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

判断增值税改革给企业造成的影响。 
 

 增值税扩围分阶段推广, 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 从长远利益考虑企业架构和供应链的调整: 试点方

案出台后, 企业可能考虑根据试点方案及时调整经营架构和业务模式, 以取得试点所带来的先发优

势。依据 110 号文, 在行业范围上, 试点地区先在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开

展试点, 逐步推广至其他行业, 区域范围上, 可能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行业试点, 试
点后也将根据情况择机扩大试点范围。我们认为, 除 111 号文以外, 企业在经营架构和业务重组以

及有关的合同订立过程中, 也应关注 110 号文的改革进程及趋势, 从长远利益出发, 为应对未来的

改革留下调整空间。 
 

 税务问题与法律架构的平衡问题: 税负是影响企业成本和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对于有上市、重

组或兼并收购等需要的企业, 在考虑调整企业法律架构以取得增值税改革的利益时, 还需以上市、

重组及并购中必要和合理的法律架构为基础再结合税务的因素综合考虑。 
 
结语 

 
此次增值税“扩围”, 对所涉企业不仅包括试点地区的试点行业, 还包括试点地区的非试点行业, 以及非试

点地区和试点行业的企业, 我们将进一步关注后续的改革进展, 并通过发表有关文章和举办相关讲座等

形式继续分享我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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