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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当前实行的“营改增”税制，其财务记账方法产生变化，因存在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

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不同，从而对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和企业所得税的计算额也不同，造成企业财务

成本较大的差异。通过不同税率的采购成本，在下游财务入账运行计算比较，找出差异比率，从而对

建设领域招投标活动中，改变传统的价格评价方法，最大程度地降低采购人的财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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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财政部财税[2016]36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文件，2016 年 5 月

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营改增”，

通俗来讲，就是把产品和服务一并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再对“服务”征收营业税,并且降低增

值税税率。 

“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于长期实行营业税的建筑业、房地产业，必然产生税收负担与经营成本的

一系列影响，并对建材、相关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租赁、固定资产投资等建筑业上下游行业产生系统

性影响。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

根据行业其税率一般为 17%、11%、6%若干档，小规模纳税人统一为 3%，相同含税价的情况下，其票

面所含的可抵扣的增值税因此有很大的差别。 

1  不同增值税税率下，财务成本分析 

在工程建设领域，通常采用招标的方式来确定供应商，而价格(一般为含税价)往往是招标的主要

评价因素。随着“营改增”税制实行，对于一般纳税人的采购人，因供应商的不同纳税性质，对采购

方的应纳税额及财务成本构成，发生较大的变化。以下对工程建设中经常发生的招标类型，分析对采

购人财务成本的影响。 

1.1  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施工的采购 

根据《建筑法》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从事各种建筑业生产活动的施工企业，必须具

备和取得相应的资质。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即使最低等级的总承包及专业承包施工企业，

其注册资金、净资产、年销售额，基本上远远高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分类标准，一般都为一般纳税人，

不存在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差别。 

1.2  材料设备、构配件、及服务的采购 

销售和服务(个别专业承包施工企业)的供应商，因经营规模和自身特点的不同，存在一般纳税人

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制情形，我们以 1000 元的货物含税销售价，分别按两种税制分析对采购人财务

成本构成的影响。 

1.2.1  一般纳税人 

销售货物，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为 17%，其分析见下表： 

项目 计算 金额(元) 

进项税额 (1000元÷1.17)×17% 145.30 

销售额 1000元-145.30元 854.70 

可抵扣企业所得税 854.70 元×25% 213.68 



 

 

对采购人来说，可抵扣的成本总额为 358.97元(145.30+213.68)。 

1.2.2  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为 3%，其分析见下表： 

项目 计算 金额(元) 

进项税额 (1000元÷1.03)×3% 29.13 

销售额 1000元-29.13元 970.87 

可抵扣企业所得税 970.87 元×25% 242.72 

对采购人来说，可抵扣的成本总额为 271.84元(29.13+242.72)。 

1.2.3  按以上分析，两种情形对采购人存在 87.13元(358.87-271.84)的财务成本差异，比率达

含税价的 8.71%；如因采购人的财务状况，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因素，差异更是达到 116.17 元

(145.30-29.13)，比率达含税价的 11.62%。 

1.2.4  其它不同行业的一般纳税人实行的不同税率，以上两种情形，同样对采购人存在一定的财

务成本差异。而服务业一般纳税人实行税率为 6%，经分析计算，差异较小，具体计算过程不再繁复。 

2  价格评价体系的改变 

通过以上的浅略分析，在工程建设招标采购中，对价格的评价较以往应考虑新税制情形下，差异

化的价格评价体系。 

2.1  如若采购人为小规模纳税人，因进项增值税额不可抵扣，上述差异可不予考虑。 

2.2  如若采购人为国有投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及其它免征增值税的企事业单位，一般不

涉及增值税，上述差异也可不予考虑。 

2.3  采购人为一般纳税人，根据以上分析，应优选一般纳税人的供应商，可较大程度上地减少

采购人的财务成本。因此，在工程、材料招标中，可限制小规模纳税人参与投标；如政策制度和行业

状况因素，不得限制小规模纳税人作为潜在投标人，应在价格评价时，对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报价除

以小于 1的系数，作为评比价格，以消除两种不同税率对财务成本构成差异的影响。 

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与一般纳税人不同增值税税率对财务成本差异比较 

税率 17% 13% 11% 6% 备注 

差异比例 1 8.71% 6.44% 5.25% 2.06% 考虑企业所得税因素 

差异比例 2 11.62% 8.59% 7.00% 2.75% 不考虑企业所得税因素 

价格评价系数 0.88 0.91 0.93 0.97 考虑企业所得税因素 

3  结语 

工程建设领域，投资量大，两种纳税人产生的财务成本差异额也很大，鉴于以上分析，小规模纳

税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其它行业同样如此)，势必将引导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进行

内部企业财税和管理的改革，转向一般纳税人，以取得同等的市场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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