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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营改增”将全面
推开，这意味着营业税即将退出
中国历史舞台。营业税作为一个
古老的税种，有着非常久远的历
史。

早在我国周代，对“商贾虞
衡”的课税，就具有了营业税的
性质。之后，汉代征收的“算缗
钱”，直至明清的“课铁”、“铺
间房税”等，都是早期的营业
税。1950年，我国在统一全国税
政时，正式设立了营业税。在欧
洲，中世纪时期的商户营业需向
政府缴纳许可金，这其实就是营
业税的前身。

营业税之所以起源这么早，
是因为它简单明了、便于操作
——只要开张营业，就按比例缴
税。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流
转环节的增多，营业税“简单粗
暴”的弊端日益显现。商品在上
游环节纳过税，但流转到下游时
要再次纳税，这样就导致了重复
征税。这时，需要一种更合理的
税种取代营业税。

改革最早出现在法国。1954
年，法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开征
增值税的国家。法国国税总局局
长助理莫里斯·洛雷推动了增值
税的制定与实施。莫里斯·洛雷
设计的增值税原理是，在生产和
销售的每一道环节都征税，通过
销项税与进项税的抵扣，每个纳

税人只就产品的增值部分纳税，
这就解决了营业税重复征收的弊
端。莫里斯·洛雷因此荣获了

“增值税之父”的头衔，他创设
的增值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被很多国家采用。据统计，目前
已有超过 160个国家和地区开征
了增值税。

增 值 税 进 入 中 国 是 1979
年，当时只在机器机械和农业机
具两个行业小范围试点。1994年
起实施的 《增值税暂行条例》，
规定对所有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统一征收增值税，但是，对
其他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征
收营业税。这就形成了增值税、
营业税并存的二元税制，改革

“留下了一个尾巴”。
为 了 解 决 这 个 “ 尾 巴 ”。

2012 年，我国开始增值税扩围，
启动营改增试点。经过 4年多的
试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今年 5 月 1 日起，将“营改增”
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
货物和服务行业全覆盖。

营业税的谢幕，换来的是新
经济动能的登场。据估算，今年

“营改增”将给企业减少 5000 亿
元的税负，降低企业成本，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拓展更广阔的空
间；同时，消除了重复征税后，增
值税抵扣链条被打通，将进一步
促进社会分工协作，有力地支持
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改革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
中国的创新之举获得了国际社会
的称赞。美国联邦税务局局长科
斯基宁说，“增值税是公认的先
进的间接税体系。中国正在部署
将四个行业的 1000 万户企业，
全部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如此
大范围、高效率的税制改革简直
令人惊叹。”

“现在距全面实施营改增仅有一个
月时间，财税系统处在一线，是政策实
施的‘最后一公里’，要全力奋进，用工
匠精神把准备和实施工作做得更细更精
更实。”4 月 1 日，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考察时，李克强叮嘱说。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向李克强讲述了一
个工作细节：一天深夜，他在网上看到对
营改增政策有误读的信息，马上把网络截
图发给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要求尽快回
应。这条短信的发送时间是午夜零点 30
分。第二天一早，王建凡起床看到短信，
立即组织跟踪信息，开展回应解读。

王建凡介绍，为了及时回应公众对营
改增可能的误解误读，财政部把各地方的
财政厅、税政专员办工作人员集合起来，
按区域建立4个微信群。每个群的100多名
成员随时跟进各地方、各行业对改革的反
应，财政部的工作人员也通过这些工作群
第一时间提供解答、回应关切。除了“税
政专员办工作群”，财政部还建立了面向新
闻媒体的“媒体沟通微信群”和部门内的

“工作微信群”，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和部署
相关工作。

“我们把这种工作办法总结为‘互联
网+营改增’。运用互联网工具，多维互
联、创新机制，推进改革。”王建凡说。

一条长桌上摆放着税控器、打印机、
电脑等设备，一面墙的屏幕连接着全国各
地的纳税服务厅，一排排电脑正实时监控
电子底账等信息……在国家税务总局的信
息系统监控室，正上演着一场全面推开营
改增试点的“百米冲刺”。

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5年
开始推行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以来，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既能通过扫描二维码的
方式查验发票真伪，有效防范了偷骗税，
又使纳税人发票领用、开具、缴销、报税
以及纳税申报等大部分事项均可通过网络
办理，极大便利了纳税人办税。营改增推
行到哪里，新系统应用就拓展到哪里。依
托该系统，从5月1日起，将扩大增值税专
用发票免认证的范围，让纳税人更好地享
受便利。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未来将
运用大数据分析防范税收风险。“哪怕是最
小企业‘颗粒’的流向、流量和流速，都
可以通过发票这一实时的经济往来得到全
面的展示。”借助电子底账，可以掌握企业
的基本活动信息，为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

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为了保障营改增全面试点顺利落地，

税务部门创新工作思路，采取了多种措
施。比如，国税、地税建立联席工作制
度，在办税服务厅设置营改增咨询专岗，
在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设立营改增咨询专
线，在有条件的地区设置营改增绿色通道
等。

当前，营改增全面推开已进入最后的
倒计时阶段，社会各界对此十分期待。“营
改增全面落实，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的
影响。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盘未下完的
棋。”吕冰洋表示，营改增后续还有较长的
路要走，比如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制
度，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据悉，营业
税是地方主要税种，而增值税由国税部门
征收，中央和地方分别按 75%和 25%的比
例分享。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地方财政
将面临收入减少的压力。因此，在全面实
施营改增的同时，理顺央地财税关系的相
关改革步子也要迈得更快一些。“改革没有
完成时。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财税制
度也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吕冰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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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进入“百米冲刺”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从5月1日起，我国将
全面实施营改增。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重要
的一次税制改革即将全面落地。多名专家指出，营

改增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对于减轻企
业负担、促进经济结构转型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改
革红利必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营业税和增值税，是我国两项主体税
种。顾名思义，营业税是对营业额按比例征
税，增值税则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
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
税。营改增，就是原来按营业税征收的部分
行业，现在改为按增值税征收。

2012 年 1 月 1 日，我国在上海率先启动
营改增试点，随后分批次、分行业向全国范
围推进。到2014年6月，营改增试点已覆盖
全国，涉及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邮政业、

电信业以及七大
现代服务业。今
年 5 月 1 日，改
革将攻下最后的
堡 垒 ， 将 建 筑
业、房地产业、
金融业和生活服
务业纳入营改增
试点，至此，现

行营业税纳税人将全部改征增值税。
全面营改增的时间表明确出台后，有关

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3月18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方
案。3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向社
会公布了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
法》 及相关配套文件。4 月 1 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就全面实施营改增到国家税务总
局、财政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了解准
备进展，做出工作部署。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此次全
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基本内容是实行“双
扩”。一方面扩大了试点行业范围，一次性
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
全部纳入试点。另一方面，继上一轮增值税
转型改革将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纳入抵扣范围

之后，本次改革又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
专家表示，全面实施营改增，是深化财

税改革的“重头戏”，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一举多得的效应。
通过统一税制，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
全覆盖，贯通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抵
扣链条，从制度上消除了重复征税，可以大
幅度减轻企业税负，并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营改增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推动
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
将促进产业分工优化，拉长产业链，带动制
造业升级，从而发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

“助推器”作用。
“以前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征收，不能

相互抵扣，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重复缴税，
成本很高，影响了产业分工和资源的有效配

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
对本报记者说。“举个例子，一家企业所需要
的研发服务，本来外包出去更合适，但由于重
复征税，考虑到税收成本，它就自己来做。这
是税收制度扭曲市场行为的表现。”全面实行
营改增之后，各行业之间的抵扣链条将全部
打通，企业就可以把研发、设计等业务外包出
去，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成为效率更
高、专业更强的创新主体。

数据显示，营改增试点以来，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逐步提高，由 2012 年
的 45.5%逐年提高到 2015 年的 50.5%，首次
占据“半壁江山”。同时，营改增有利于专
业化分工和服务外包，对于鼓励投资和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
计，2015年，在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不变的
情况下，试点纳税人户数同比增长近 40%，
远高于全国税务登记户数13%的增幅。

营改增还有利于提升货物贸易和服务贸
易的出口竞争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
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指出，增值税可
以实现出口退税，消除跨境贸易及服务的重
复计税，而营业税则无法实现。在“一带一
路”政策激励下，大量中资企业走出国门，
需要与国际上的主体税种融合。增值税是世
界上最主流的流转税种，全面实行营改增，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更大便利。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是政府
工作报告作出的庄严承诺。李克强总理在部
署全面实施营改增工作时指出，衡量这次改
革成效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结构性减税措
施落到实处，让广大企业受惠。

“如何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既
是重点也是难点，改革方案在这方面下了很
大功夫。”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公共政策与
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表示，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方案不仅在税制设计上给予了充分考
虑，而且延续保留了原来营业税的优惠政
策，同时还针对各行业特点出台了相应的配
套措施。

据悉，改革之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将
适用11%的税率，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适用
6%的税率。新增不动产首次纳入增值税的
抵扣范围，是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也是减
税力度最大的部分。“建筑、房地产业实行
11%的税率，这意味着企业 1 亿元的不动产
投资，能够得到 1100 万元的税收减免，对
于投资量大的企业，可能一两年内都不用交

税，可以有更多资金支
持企业转型发展。”国
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
究所所长李万甫说。房
屋、土地是多数企业的
重要生产资料，几乎每
个企业都会购买或租赁
不动产作为厂房、门
店、办公用房等。不动

产纳入抵扣范围后，通过外
购、租入、自建等方式新增
不动产的企业都将因此获益。

为了保证税制转换的平
稳过渡，改革方案在实施细
节 上 做 出 了 妥 善 安 排 。 比
如，二手房交易延续原营业
税 优 惠 政 策 ， 对 养 老 、 婚
介、医疗等 40 个项目免征增
值税，对生活服务业等小规
模纳税人采取 3%的简易征收
率，等等。“从已经出台的政
策细则来看，这次改革，政
府释放了极大的诚意，减税
落到了点子上，力度很大。”
吕冰洋说。

“我们公司 3 年前开始参
加营改增试点，整体上税负
有所减少。”北京某外企财务
负 责 人 施 小 姐 告 诉 本 报 记
者。“5 月份全面推开营改增
试点后，增值税企业范围扩
大 了 ， 可 抵 扣 的 项 目 更 多
了，我们的税负有望进一步
降低。”施小姐说，公司每个
月报税时都要填写营改增税
负变化表，税务部门由此能

够掌握改革试点企业的税负变化情况。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5 年底，全国营改增试点纳税
人达到 592 万户，其中，一般纳税人 113 万
户，小规模纳税人479万户。营改增已累计
实现减税 6412 亿元，其中，试点纳税人因
税制转换减税 3133 亿元，原增值税纳税人
因增加抵扣减税 3279 亿元。此次全面推开
营改增，新增四大行业纳税人近 1000 万
户，预计全年将减轻企业税负5000多亿元。

王建凡表示，通过营改增进一步减轻企
业税负，是财税领域打出“降成本”组合拳
的重要一招，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来换
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

财税改革有利创新财税改革有利创新

确保税负只减不增

“工匠精神”抓好落实

“收官”之战 徐 骏作 （新华社发）释放新活力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