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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营改增”仍处于试点实施

阶段，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

业面临的纳税环境存在差异，本文特提

出几种筹划思路，以供参考。

1. 通过供应链安排进行纳税筹划

增值税是流转税，纳税主体的实际

税负可能与其所处供应链节点位置有关。

加之此次“营改增”试点工作是在有限

范围内开展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时

间等因素都可能对纳税人的税负产生影

响。这些因素与纳税主体所处供应链节

点位置交织在一起，使企业纳税筹划环

境更加复杂。纳税人在纳税筹划过程中

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特别是要考虑将

企业设立在供应链的哪个（些）节点上最

有利以及如何优化供应链才能实现本企

业的利益最大化。

例如，试点企业要与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发生业务往来，如果上游企业不

属于此次“营改增”范围而仍需缴纳营业

税，试点企业向其购货就不能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就不能抵扣，从

而导致试点企业税负加重。为此，试点

企业可以考虑将业务拓展到供应链 上

游。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

供应链上游投资办厂，二是收购供应链

上游企业。 

2. 通过业务重整进行纳税筹划

有两种常用的业务重整 纳税 筹划

法。一是经营地点重整。那些在上海经

营业务较多而未 在上海设立经营机 构

的服务型企业，可以尽早在上海设立经

营机构，以便享受“营改增”带来的税收

好处。二是适用不同增值税率业务的重

整。若企业已经被纳入此次“营改增”试

点范围，且其业务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

率，企业应着手对相关业务进行分离 ；

若企业已经被纳入此次“营改增”试点范

围，且税改后兼营增值税和营业税应税

服务，企业也应当对这些不同业务进行

分离并分别核算销售额。根 据《关于在

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 [2011]111号）规定，试点纳税人兼有

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货物、提供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应

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销

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

税率。所以，试点地区纳税人应适时对

上述业务进行分离，否则只能适用相对

较高的税率，导致税负增加。

3. 利用一般纳税 人资 格 认定和 计

税方法进行纳税筹划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三条

规定的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标准为 500 万

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根据试

点情况对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标准进行调

整。试点地区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的原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自

开票纳税人，应当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

人。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

客运、轨道交通和出租车）可以选择按

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该规

定给试点地区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和

计税方法选择提供了较大操作空间，纳

税主体可基于降低税负的考虑安排销售

规模和选择服务内容，从而自愿选择被

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以达到纳税筹划的目的。

4. 利用时间差进行纳税筹划

鉴于税制改革影响力巨大，为稳妥

起见改革试点地区需要提前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比如改革方案必须尽可能完善，

税收 征管系统必须先行调试并达到要

求，地 税与国税系统必须协调等。基于

这些考虑，我国此次“营改增”是分步骤、

分阶段推进的。纳税主体可利用纳税筹

划的预见性，巧妙利用时间差，并基于

纳税收益最大化原则提前设计好筹划方

案。

5. 利用过渡 期优惠政 策 进行纳税

筹划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以

下简称试点方案）明确了过渡期税收优

惠政策。国家给予试点行业的原营业税

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只有对于通过改革

能够解决重复征税问题的政策才予以取

消。在此过程中，纳税人应熟悉并掌握

这些税收优惠的具体内容并适时加以利

用。对于跨地区税种协调问题，试点方

案规定，纳税人以机构所在地作为增值

税纳税地点，其在异地缴纳的营业税允

许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抵减。非试点纳

税人在试点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的，继续

按照现行营业税有关规定申报缴纳营业

税。针对此项跨地区税种协调的规定，

试点地区纳税人可考虑在非试点地区设

立分支机构，其在异地缴纳的增值税可

以抵扣 ；而非试点地区的纳税人可考虑

在试点地区设立总机构以充分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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