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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年以来，全面实行“营改增”已是大势所趋，直

至 2016年 5月 1日，这个历史性的变革已经告一段落，“营

改增”全面实行。“营改增”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改增试点，逐渐深入到各行各业。对于本身缴纳营业税的

企业来说，经过这一系列的变革，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企

业的税率也变得相对确定起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

税率为 17%，农林牧渔类等农产品适用税率为 13%，增值

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税率仅仅只有 3%。税率的明确，

避免了与税务机关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并且增值税是一个

“中性”税种，它是以商品流转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有效地

避免了重复征税。而且对于增值税来说，其还有一个特殊的

― ―优点 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

样，大大减少了企业的纳税金额和压力，从而减少了企业的

相关费用，企业的利润也会相应地得以提高。同时，营业税

的退出，使得相关服务业的税赋压力大大减少，有利于服务

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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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实施营改增税制改革目的是减轻建筑企业税负，从而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基于建筑业的特征，在营

改增的财税政策转变环境下，给建筑企业带来诸多影响。基于此，本文概述了营改增，探讨分析了营改增实施对建筑企业的

主要影响及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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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改增的概述

营改增税制主要是指针对传统所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

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就是对于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

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国家

宏观调控重大举措，目的是进一步完善税制，按照国际通行

做法避免企业重复征税。

2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的相关影响

2.1改善赋税严重的现象

在建筑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赋税对企业的收益影响是

非常大的，一方面建筑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第二产

业的类别中属于需要征收营业税的一项产业，在进行相关

建筑材料以及建筑施工设备的采购过程中都需要进行征

税，对于建筑行业的建材购买以及设备购买来说，动辄上百

万甚至上千万的价格，而在这其中所需要缴纳的税收也是

非常大的，如果对于建筑企业来说，营业税的税收没有进项

税额抵扣的存在那么对于企业的税负承担是非常大的，在

一定程度上这部分税负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的建设成本。而

且对于建筑企业来说，由于其进行相关的建筑施工设备的

更新也无法进行一定的进项税额抵扣政策，使得企业进一

步扩大成本问题，不利企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实行相关的营

改增的税收制度，那么在很大程度上相关建筑企业在进行

建筑材料的购置以及建筑施工设备的购买过程中所需要缴

纳的大量税收都可以采用进项税额抵扣政策，从而大大降

低了实际企业所需要缴纳的税额。对于传统的建筑企业的

营业税的赋税承担严重的情况能够有效的进行减缓，从而

保证企业的收益问题。

2.2解决同行之间的税负不公问题

在实际的建筑行业中，不同种类的建筑企业所接触到

的相关建筑工程的实际施工过程是不同的，而对于这些规

模不同经营方式不同的建筑企业，其所需要缴纳的赋税也

是大大不同的，即使有的建筑企业所实际进行工作的劳务

方式都是相同的，但是税收的负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就

使得相同行业之间会出现税收之间的差异问题，这种差异

就导致了建筑行业内的不公平现象频频出现。而对于这种

现象来说，采取一定的营改增的税收制度则能够非常有效

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不同劳务方式的建筑企业来说，采取

营改增的税收制度能够大大降低企业之间的赋税差异性，

保证建筑企业在税收上保持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3营改增实施加强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的策略

3.1提高管理水平，争取获得增值税进项税票。主要表

现为：（1)提升建筑企业全员的营改增意识。营改增后企业

的所得税清算、会计核算及税收筹划等较以前税制时期更

加复杂，工作量也增加了，税务核算不准确的风险亦相应增

加，财务处理流程的变化也带给企业财务人员一定的压力，

所以建筑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及业务等其他相关人员应积极

利用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效应，提升财务综合素养。建筑企业

应加强对其生产、采购、财务及经营部门的专业培训，提升

工作效率节约人力成本，使企业全员更加职业化；构建运作

顺畅的信息化平台，促进企业发票抵扣的顺利开展。(2)切实

管理好其分包商及供应商，应尽可能只与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进行合作，源头上控制增值税进项发票的取得。作为建筑

企业的主要抵税项目，工程项目分包及原材料采购如果控

制得当，将会大大减轻建筑企业增值税抵扣工作的难度。建

筑企业应借营改增税改契机，加强分包商及供应商管理体

制建设，强化与信誉较好且有实力的大型分包商及供应商

的合作，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亦可提升企业供应商管理效

益，促进企业分包成本及采购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建筑企业

在接受劳务采购物资过程中应优中选优，对比质量与价格

后择取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供应企业进行合作，可直接

从钢材等厂家或一级代理商处采购，各项目集中采购从高

批量争取优惠采购价格。若维修或采购小额材料时综合考

虑后选择小规模纳税人合作，也应要求对方提供税务机关

代开的增值税发票以享受税额抵扣政策。(3)及时跟踪增值

税进项税额发票并加强管理。采购、管理及财务部门应通力

合作，密切配合确保进项发票能及时进行抵扣。

3.2不断加强建筑企业现场施工管理。主要表现为：（1）

严格材料管理。通常材料占建筑企业项目成本的比重在六

成左右。企业在采购时应考虑在同等条件下货比三家，充分

考虑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可抵扣的前提下选择质优价廉物

品进行购置，按计划进行采购，计划应严格匹配工程需要，

避免无法获取可抵扣发票的计划外采购，使用物资过程中

也应例行节约避免浪费，加强成本控制管理。（2）加强人工

成本管理。加强劳务管理，尽量节约劳务成本，因其暂无增

值税进项税额发票可开。注重劳务队伍的综合素质，保证建

筑企业工程管理安全有序，杜绝安全与质量问题，避免返

工、窝工等，保证项目工期、质量和安全，减少工程成本。加

强现场管理人员的招待费用、办公费用、人员工资、办公设

施支出等费用的管理。尽管这些费用较为零星但也应尽量

取得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3.3资源配置的优化改善

企业的资源配置主要是指企业进行一定的举措来将企

业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使得企业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

利用。企业合理地对资源进行分配能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并且对企业的税收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前采取的营改

增的税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企业应当重视对资源的合

理配置。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大多数的企业都存在规模较

大，劳动力人数非常多的现象，而且在一些大型的建筑企业

来说，其劳动力数量是非常大的，除此之外，企业的固定资

产的数量和规模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对于这种大规模的资

源来说，采取合理有效的优化措施，对其进行一定的配置能

够有效降低企业面临营改增税收制度中的赋税增加的问

题。

3.4选择正确的供货商

随着当前营改增税收制度的发展，在建筑行业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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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的损耗问题占据了非常大的税负成本，因此，在相

关建筑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重视对建筑材料供应商的选择

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选择具有权威性的建筑材料供应

商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建筑材料的价格符合一定的市场经

济体制的波动，保证价格的合理性，从而使得建筑材料的相

关税负问题能够最小化；另一方面对于建筑企业选择合理

的供货商来说能够最大化保证建筑材料的质量问题，使得

建筑企业在相关工程施工过程中保证一定的质量。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企业在面对营改增带来影响时，应当及

时采取相应策略，并且为了提高建筑工程在新税制下的经

济效益，在国家营改增制度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建筑企业要

求结合自身实际，合理运用营改增相关规定，从而实现建筑

企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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