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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工程纳税方案分析

趋向于选择进项税更高的方案1，总包

方会趋向于选择销项税更低的方案2。

（2）当方案1<方案2时，业主方

会趋向于选择进项税更高的方案2，

总包方会趋向于选择销项税更低的方

案1。

结论1：按设计、施工、采购分项

签订合同并分别核算，总包方才能有

两种纳税方案选择的余地。

结论2：当两种方案税负不一致

时，业主方的纳税方案选择总是与总

包方相悖，两种方案的税负差异越大，

两者的分歧越大。

（3）当方案1=方案2时，业主方进

项税无差异，总包方可自由选择，纳

税平衡点计算如下：

W[a+b+（1 － a － b）]×9%=W[a

×6%+b×9%+（1 － a － b）×13%]，

得到a=（4 － 4b）/7，即设计、施工、

采购占比分别为 （4－4b）/7：b ： （3－

3b）/7。将设计与采购相减，差额为

（1－ b）/7，由于0<a<b<1，因此（4 －

4b）/7>（3 － 3b）/7。即此时设计占比

大于采购占比，恒成立。根据行业收

费标准，设计费与工程复杂程度、建

筑面积、服务工时、附加服务等密切

相关。设计占工程总额较大的情形通

全面营改增推开之前，业主方购

买不动产不能抵扣增值税，因此对

EPC工程并无太多税务方面的要求，

而早已营改增的勘察设计企业作为总

包方更有空间进行纳税安排，以合理

节税。全面营改增后，业主方在能够

抵扣不动产增值税的优惠政策下，对

EPC工程增值税约定逐渐开始关注。

但全面营改增及随后发布的一系列文

件，并未直接对EPC工程计税方式进

行单独规定，各地税务机关也无统一

的纳税指引或解释。政策的不明确以

及业主方、总包方不同的纳税视角，

为EPC工程纳税提供了不同选择。

（一）EPC工程纳税分析

全面营改增及两次下调税率后，

新承接的EPC工程增值税纳税方案主

要有两种：一是将EPC工程视为混合

销售，统一按建筑服务9%计税。二是

将EPC工程视为兼营，设计、施工、

采购分别按6%、9%、13%计税，但要

求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三项占比，

并分别核算。

1.两种纳税方案分析。

假设某EPC工程合同不含税总价

W元，设计、施工、采购占比分别为a：

b：（1 － a － b），其中0<a<b<1 ；则

两种可能的纳税方案增值税为：

方案1：混合销售增值税=W[a+b

+（1 － a － b）]×9%

方案2：兼营增值税=W[a×6%+

b×9%+（1 － a － b）×13%]

（1）当方案1>方案2时，业主方会

程珣■

常是工程规模较大、设计较为复杂、

专业性高的项目。

结论3：当承接设计、管理复杂或

专业性高，工程整体规模大，采购占

比较小的工程时，两种方案税负接近，

总包方在纳税选择上更自由，与业主

方的分歧更小。

2.EPC与业主自行分包税负分析。

假设业主自行分包各项价格与

EPC各项价格相等，仍为不含税总价

W元，设计、施工、采购占比分别为a：

b：（1 － a － b），由于业主自行分包

对施工方而言符合甲供材的条件，因

此施工方会选择税率更低的甲供材形

式，EPC和自行分包税负如表1所示。

可以发现，方案2恒大于业主自

行分包的税负，而当方案1和方案2纳

税平衡点时，方案1也恒大于业主自

行分包的税负。因此，从税负角度看，

业主方更愿意选择进项税较高的EPC

模式。

结论4：两种纳税方案平衡点时，

EPC工程的税负比业主自行分包更有

优势，业主会更趋向于选择EPC。

（二）建议

1.总包方应打破只考虑自身税负

最优的传统思维，从合同签订开始与

表1 

工程发包形式 情形 税负

EPC 方案1 W[a+b+（1－ a－b）] ×9%

方案2 W[a×6%+b×9%+（1－ a－b）×13%]

业主自行分包 —— W[a×6%+b×3%+（1－ a－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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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方加强沟通。不动产的进项税抵

扣政策既带动了业主方基建投资的积

极性，又使业主方在发包工程上对税

务的约定有了更多考量。总包方应从

合同签订开始，积极与业主沟通、约

定，避免后期纳税时产生分歧或争议。

同时注意在合同中分别约定设计、施

工、采购比例并分开核算，以为自身

纳税方案的选择留下余地。

2.注重提升设计能力和工程管理

专业化水平，着力承接专业化、复杂

化、规模化的EPC项目。设计和工程

管理占比重大的项目，总包方在税负

方案选择上更自由，与业主分歧较小，

较自行分包在税负上更具优势。实务

中专业化更高的工程，业主方也更愿

意选择EPC模式。因此，EPC企业应

抓住税制改革的机遇和挑战，聚力锻

造专业实力，突显自身优势。

3.加强税法研究和学习，提升税

务管理能力。近年来，国家税收政策

变化较快，总包方应加强税法研究和

学习的及时性，并就EPC纳税的特

殊性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形成

EPC税务管理方案，定期根据新政策

同步优化方案内容，以降低工程全过

程的纳税风险。
（作者单位：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经

济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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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两国审计署战略规划综述及启示

胁和全球挑战。美国审计署的第二个

战略目标旨在帮助国会及其执行分支

机构应对安全威胁和与之相关联的全

球挑战。在未来5年，安全威胁和对

国土安全的挑战仍然复杂并动态变

化。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对抗手段扩大

影响，而非国家行动者则可能继续通

过恐怖主义、网络战等手段播撒不稳

定的种子。此外，国家和基础设施面

临自然灾害的威胁，产生与灾害相关

联的准备和修复成本。

3. 帮助联邦政府转变以应对国家

挑战。美国审计署的第三个战略目标

聚焦于联邦政府的自身转型，以应对

跨地区、跨项目和各层级政府的挑战。

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取决于政府有能力

以有限的资源去识别创新战略，从而

更好地应对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加

强内部控制以减少欺诈、浪费、滥用

和不当管理，提供公众期待的结果，

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

之间开展更有效的合作。

一、美国审计署战略规划综述

2018年，美国审计署发布《美国

审计署2018— 2023年战略规划》，主

要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一）为国会和国家服务

1. 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以保障

美国人民福利和财政安全。美国审计

署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聚焦于提高美国

国民总体福利和财政安全。这些努力

部分取决于联邦政府如何应对健康、

教育、人口变化、金融系统、犯罪、自

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现实和

未来挑战。美国审计署需要帮助国会

和联邦政府去识别影响国民总体福利

的目标公众投资并优先排序，管理和

监督联邦政府在提高国民总体福利上

的做法，开发和评估提供利益和保护

的替代方式，以及平衡竞争目标以保

证当前的决策不会以牺牲未来需求为

代价。

2. 帮助国会应对变化中的安全威

汤丽莉 徐震■

4. 为国会提供高质量的及时服

务，成为联邦部门实践的领导者，以

最大程度提升美国审计署的价值。美

国审计署的第四个战略目标侧重于

通过持续改进和创新工作，从而实现

价值最大化、实现运行优秀、支持国

会最高立法和监管事项，以及交付高

质量的审计成果。未来作为一个实践

部门的领先者，美国审计署将制定相

关战略以确保有效率地使用资源。为

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审计署将提升雇

员的敬业精神、多元化和包容性，保

持和提高其与国会和联邦部门的关

系等。

（二）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作为美国战略规划的

组成部分，有助于成功实现上述“为

国会和国家服务”部分中所列的绩效

目标。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以

保障美国人民福利和财政安全”总目

标下的第一个战略目标“为满足老龄

化和多元化人口健康需求而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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