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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建筑工程

已开工项目计税方法的选择

张星■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

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 , 以下简称 36 号文）规

定，在营改增前（2016 年 4 月 30 日之前）已经开工的建筑工

程项目（以下简称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建筑服务的一般

纳税人在营改增后可以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或简易计税

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具体分析如下 ：

一、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税负分析

例 1 ：2016 年 5 月 1 日建设方山西某钢铁公司（系一般

纳税人）向施工方河北某建筑工程公司（系一般纳税人）支

付建筑工程老项目工程款 100 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上注明价款 97.09 万元，税款 2.91 万元。该专用发票已

经通过税务机关认证。施工方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其增

值税税额 =[ 含税收入 ÷(1+3%）]×3%。该工程为新建不动

产，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 发布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

扣暂行办法 >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5 号）

的规定，该专用发票注明的增值税额的 60% 可在取得之日

的当期进行抵扣，即 1.75 万元（2.91×60%）可以当期抵扣。

该税额 40% 的部分为待抵扣进项税额，于取得扣税凭证的

当月起第 13 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即 1.16 万元在 2017 年

5 月份进行抵扣。建设方在 2016 年 5 月份的会计处理为 ( 单

位 ：万元 , 下同 ):

借 : 在建工程                                          97.09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5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1.16

     贷 : 银行存款                                                       100

建设方在 2017 年 5 月份会计处理为 :

摘 要 ： 本文对提供建筑服务的一般纳税人选用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两种税负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施工方选
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应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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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16

     贷 :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1.16

简易计税方法下，建设方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由于获得

进项税额，工程成本降低 2.91%，其支付的进项税额可以抵

减销项税额，因此建设方税负降低。建设方如果是小规模纳

税人，由于其未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故其工程成本不变。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

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 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7 号）规定，提供建筑服务的一般纳税

人应当根据不含税销售额乘以 3% 的征收率在建筑服务发

生地预缴税款。其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进行纳税申报。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 <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

定 > 的通知》（财会 [2016]22 号，以下简称 22 号文）的规定，

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发生的增值税计提、扣减、预

缴、缴纳等业务在“应交税费── 简易计税”科目核算。

上例中施工方预缴增值税的会计分录为 :           

借 :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2.91

     贷 : 银行存款                                                       2.91

二、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税负分析

例 2 ：2016 年 5 月 1 日建设方山西某钢铁公司应向施工

方河北某建筑工程公司（机构所在地在石家庄）支付建筑工

程老项目工程款 100 万元。该工程为新建不动产，建筑服务

发生地在太原。施工方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并按照含税

工程造价不变的原则进行结算，即含税工程款 100 万元。建

设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注明价款 90.09 万元，税款

9.91 万元。该专用发票已经通过认证。建设方会计处理为 :

纳税与筹划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17 0558 

间。即例 2 中，施工方开具增值税税专用发票形成 9.91 万元

的销项税额后，其预缴 1.8 万元增值税，然后获得 7 万元至

8.11 万元进项税额，需要申报缴纳增值税为 0 至 1.1 万元。

综上所述，施工方在营改增后获得的进项税额大于未来

形成销项税额的含税工程结算收入的 7%, 其适用一般计税

方法比简易计税方法税负低。因此对于建筑工程老项目而

言，施工方可以根据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计算营改增后的工程

结算收入除以预计工程施工成本中将会取得的增值税进项

税额，如果其比率大于 7%，则施工方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

减税幅度更大。如果有的项目增值税进项税额占未结算施工

收入的比重略小于 7%，有的项目部大于 8.11%，只要公司总

体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占未结算施工收入的比重大于 8.11%,

则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其税负要比简易计税方法低。

三、施工方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影响因素

1. 施工企业的税收管理和会计核算方式

一般计税方法下，公司（施工企业机构所在地）财务部

需要对项目部（即公司在劳务发生地的派出机构）的进项税

额和预缴增值税进行汇总和申报，因此加强了其对劳务发

生地的发票管理和成本费用的监管。因此一般计税方法对

施工企业的税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施工企业同时有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工程项目和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项目的情形下，根据 36 号文规定，

公司应当将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工程项目耗用的材料和施

工机具纳入抵扣范围，不得将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项目耗

用的材料和施工机具纳入纳入抵扣范围。如果同时用于两

种计税方法的工程项目的材料或者施工机具支出无法划分，

则按照当年简易计税方法项目的销售额占当年全部销售额

的比例乘以当年其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确定其不得

抵扣的进项税额。建筑服务的增值税发票上备注栏应当注

明项目名称等信息。

2. 集团公司内部相互提供建筑服务  

在集团公司内部提供不动产新建、改扩建或者维修的

情形下，在建工程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就集团公司整体

而言，提供和接受建筑服务的增值税税负为零，而且将集团

公司外部的建筑材料的采购环节纳入抵扣范围，集团公司

整体税负降低。该种情况下集团公司会出于整体利益考虑，

选择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本文受 2014 年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不动产交易

服务改征增值税的思考与建议”<20142211> 的资助）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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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 在建工程                                          90.0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95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3.96

     贷 : 银行存款                                                       100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款抵扣时限和抵扣

比例的规定与例 1 相同。

根据 36 号文规定，建筑服务发生地与施工方机构所在

地不在同一县（市）的，提供建筑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

税的，应在建筑服务发生地，按照 2％的预征率预缴税款后，

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根据 22 号文规

定，一般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采用一般计税方法应预交的

增值税额在“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中核算，月末将“应

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科目余额转入“应交税费── 未交

增值税”科目。施工方在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的增值税为

100÷（1+11%）×2%=1.8（万元），应借记施工方项目部的

“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月末，施工方总机构应通过内部往来核算将项目部预缴的

增值税额 1.8 万元转入总机构的“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科目的借方。该笔工程款项在满足税法规定的收入确认条

件后产生的销项税额 9.91 万元将转入总机构“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的贷方。施工方根据获取进

项税额的不同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形 ：

1. 施 工 方 获 得 的 进 项 税 额 占 增 值 税 含 税 收 入 比 等 于

7%。该种情形下，施工方还需要在机构所在地缴纳 1.11%

的增值税 (9.91%-1.8%-7%)，此时，一般计税方法下需要预

缴 1.8% 的增值税，两项共计 2.91%。其与简易计税方法缴

纳的增值税相同。即例 2 中，施工方开具增值税税专用发票

形成 9.91 万元的销项税额后 , 其预缴 1.8 万元增值税，获得 7

万元的进项税额，还需申报缴纳 1.1 万元增值税。

2. 施 工 方 获 得 的 进 项 税 额 占 增 值 税 含 税 收 入 比 高 于

8.11%。该种情形下，在预缴 1.8% 的增值税后，不需要再缴

纳增值税。因为销项税额减去预缴增值税的差额为 8.11%，

其小于进项税额。进项税额中超出 8.11% 的部分会形成留

抵税额，供其他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或者营改增后新开

工项目抵扣。即例 2 中，施工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形成

9.91 万元的销项税额后，其预缴 1.8 万元增值税，然后获得

8.11 万元以上进项税额，则需要申报缴纳的增值税为零，超

出 8.11 万元的部分还会形成留抵税额。

3. 施工方获得的进项税额占增值税含税收入比大于 7%

且小于 8.11%。该种情形下，施工方还需要在机构所在地缴

纳不超过 1.11% 的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下不会形成留抵，

缴 纳 的 增 值 税 占 含 税 工 程 结 算 收 入 比 在 1.8% 和 2.91%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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