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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限。

五、假定合同总价不变

假定税率调整不影响与上下游企

业签订合同的总价，对比2019年 39号

文对项目的影响，则相关成本类数据如

表6所示。

各项指标对比如表7所示。

从以上指标对比来看，如果建筑企

业与上下游企业签订的合同不因税率

变化调整时，会有以下不利情况发生：

一是项目利润减少573.68万元，降幅为

3.3% ；二是项目现金净流量减少36.22

万元；三是项目增值税税负率上升0.25

个百分点。因此实务中，为了减少政策

变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并不会

如此选择。

六、相关建议

实务中，大多数建筑企业应根据

2018年32号文和2019年39号文对项目

均以不含税成本不变为基础，据以调整

税率变动对合同价款的影响。这样，无

论是对于采用一般计税还是简易计税项

目来说，可最大限度地保证项目效益实

现；特别是第二次税率调整对建筑业

收入类适用的销项税率只下调1个百分

点，而成本类中适用的进项税率16%下

调3个百分点，使得此类成本占比大的

项目增值税税负率上升。

随着当前国家减税降费改革的深

入，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增值税

税率将由三档并两档。为此，建筑企

业可以采取以下三项管控措施应对政

策变化：

一是要建立增值税税负率与项目利

润及项目现金净流量三者的联动考核机

制。正如前面提到的，增值税是链条税，

具有转嫁属性，而企业经营的重要目的

之一就是要实现盈利，单纯地讲增值税

税负率高低对企业意义并不大，也不能

反映其盈利能力，只有将三者联动起来

才能反映全貌。

二是要对增值税税负进行筹划，

做好过程中动态管控。当出现案例中

项目增值税税负率低于项目预缴增值

税税负率时，会增加附加税费的支出，

再加上目前建筑企业普遍都存在大量

留抵税额的实际情况，项目形成的留

抵税额转上级单位后，上级单位也很

难短期内实现抵用。虽然2019年 39号

文出台了相关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规

定，但条件要求苛刻，实操起来还有诸

多问题。实务中，企业可以通过对供

应商和纳税模式的选择，在保证不含

税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使项目增值税

税负率与项目预缴增值税税负率匹配，

通过指导项目开展增值税税负平衡工

作，降低大量留抵税额对企业资金的

占用。

三是要加强合同管理。一方面，对

各类合同模版进行修订，增加“因国家

税收政策变化对合同价款修订”等内容

的条款，使得合同总价调整有依据，减

少沟通成本；另一方面，对于已签订所

有未执行完合同全面梳理，涉及税率变

化的有关合同，要主动约谈对方，与之

签订补充合同，避免项目效益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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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杂志社在京举办读者作者座谈会

图片新闻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领导关于提高中国财政杂志社办刊质量和办刊

水平的指示精神，更好地服务财政中心工作，6月5日，中国财政杂志

社在京举办了读者、作者座谈会。来自财政部相关司局、财政部各地监

管局、地方财政厅（局）、教育部、国资委、部分高校、央企及会计师事

务所等单位的30余位代表参加了座谈，围绕推动中国财政杂志社主办

的《中国财政》《财务与会计》和《财务研究》“三刊”的高质量发展及特

约专家（特约撰稿人、特约评论员）制度的建立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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