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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焦点

未未来来““营营改改增增””将将扩扩大大覆覆盖盖范范围围
本报专访三位学者，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期待

通过前面几篇，我们基本完成了对“营改增”的解读。相信你对“营改增”
也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专家们对“营改增”是怎么看的？这一篇，我们关注“营
改增”的专家解读，再顺便梳理一下“营改增”的历史。

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李齐云认为，“营改
增”最大的好处是能减少重复
纳税环节，减轻企业税负，完
善增值税抵扣环节，理顺增
值税链条，促进行业发展。长
远来看，可以完善我国的税
收制度，优化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

副教授吴丽梅说，“营改增”
的实施，不仅会使重复纳税
的现象减少，而且会使税收
管理更加到位，同时倒逼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调整发展机
制。

专家评价>>

“营改增”可促进经济增长

“营改增”马上就要在烟台
落地了，烟台怎样才能做得更
好？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副
教授吴丽梅认为，“营改增”过
程中，一定会出现许多问题，对
这些问题，烟台可以借鉴已经
试点地区的经验，提前做好应
对准备，同时自己摸索前进。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发
展道路不可能一模一样。”

从其他地区试点的情况来
看，虽然部分行业企业的税负
得到了减轻，却同时出现了部
分行业实际税负增加的现象。

“营改增”最可能加重部分
物流企业的税负。这些企业由
于缺乏上游发票抵扣，税负加
重。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公布的报告显示，对物流行业
而言，由于装卸搬运服务和货
物运输服务的税率从营业税的
3%调整为增值税的11%，上调
幅度较大，而实际可抵扣项目
较少，试点后，企业实际税负大
幅增加。

物流企业税负增加，成本
也随之提高，有可能推高运价，
不少企业也为此担忧。税负增
加后如何合理避税，将是短期
内企业考虑比较多的一个问
题。

据介绍，为合理避税，在已
经试点地区，不少交通运输企
业或许将转变经营方向，由运
输业务转向仓储、货代等贸易
方向，促使产业升级。按照规

定，自身有运输业务的物流企
业，按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
税率。自身没有运输业务的物
流企业，包括仓储、货代等，按
物流辅助业，适用6%的税率。

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李齐云介绍，还有部
分交通运输企业在短时间内采
取买新车的方式，尽可能多地
开取进项税发票，以抵扣税款。
这样做是可以暂时缓解税负过
高的压力，但是，企业积极调整
应对市场的机制，找出属于自
己的一套发展策略，才是当务
之急。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适者生
存，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企业
没有自己的特长是很容易被淘
汰的。”此外，税收政策的变化，
将促使企业自身调整。在“营改
增”的推动下，一些大型企业内
部的物流公司为合理避税，有
可能将加速独立出来，壮大第
三方、第四方物流力量，令物流
业分工更加合理。

还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各
试点地区“营改增”改革政策尚
未出台操作性强的细则，可能会
拖累企业的减税进程。有业内人
士建议，由于各个试点地区在具
体政策上有所不同，因此在宏观
政策框架下，各地方可结合自身
实际，以更加扶持创新型企业、
高科技型企业的原则，在税制实
施细则上、点对点的措施上，再
多安排一些优惠。

如何“落地”>>

借鉴他山之石，结合自身实际

对“营改增”的未来发展，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
吴丽梅预计，“营改增”在烟台
试点，但只是选择了部分行业，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证试
点顺利成功，一旦试点成功，

“营改增”便有可能推行到更宽
阔的行业与领域，“按照国家规
定，最快有望在2015年全面改
成增值税。”

鲁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
良忠说，“营改增”的主要目的

是降低税负，许多企业会因此
得到实惠。随着经济发展，税种
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免税是最
大的趋势。”

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李齐云认为，税赋改
革只会越改越完善，“营改增”
的实施，总体上会降低税负，随
着经济发展，以后的税收改革
趋势将是：企业税负越来越低，
纳税能力越来越强，国家的整
体税收逐年增加。

未来展望>>

2015年有望全面“营改增”

据了解，按照国家规划，我国“营
改增”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在部分行
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上海
作为首个试点城市于2012年1月1日
正式启动“营改增”。

第二步，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试点。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这一阶段将在2013年开始。

第三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营
改增”，即消灭营业税。按照规划，最
快有望在“十二五(2011年-2015年)”
期间完成“营改增”。

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经国务院同意的《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明确从
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
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这是继2009年1月1日
增值税转型实施，允许全国范围内的
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新购进
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后，增值税扩围
替代营业税，成为增值税改革另一个
重要举措。自此正式拉开了营业税改
增值税的序幕。

2012年7月31日，国税总局发布
了《关于北京等8省市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问题的
公告》。北京市应当于2012年9月1日
完成新旧税制转换。江苏省、安徽省
应当于2012年10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
转换。福建省、广东省应当于2012年
11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天津市、
浙江省、湖北省应当于2012年12月1

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

据报道，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
筑安装等行业有望纳入“营改增”试
点行业覆盖范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杨志勇认为，交通运输业和建筑
业是营业税中体量最大的两个税目，
两个行业所缴纳的税额占到营业税
总额的一半以上。若能将建筑业纳入
试点范围，表明“营改增”试点的力度
确实在进一步加大。

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
总监陈智国在接受采访时说，邮电通
信、建筑行业都存在层层转包的问
题，越是层层转包的行业越需要尽快
推广“营改增”改革，这样才能减轻企
业负担，只有将改革范围扩大，才能
让“营改增”改革真正起到避免重复
征税的问题。相比于交通运输业和建
筑业的复杂情况，邮电通信业由于涉
及的企业数比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
央企，“营改增”试点的阻力会比较小。

铁路运输方面，业内专家认为，
如果仅有陆地交通运输行业试点改
革，和铁路系统开展的合作业务则不
能进行抵扣，这样可能会增加试点企
业的运输负担，因而尽快扩大“营改
增”范围，能够完善抵扣链条，避免上
述现象发生。

业内人士认为，“营改增”并非适
合所有行业，少数行业和企业面临税
负可能上升的问题。比如，提供服务
的最终企业。

本报记者 李静 齐金钊

“营改增”

快两岁了

三行业有望
纳入“营改增”

上海是最早试点“营改
增”的地区，是从2012年1月1

日开始试点的。上海实施“营
改增”一周年后，相关部门对
上海“营改增”的情况做了总
结和统计。据了解，上海“营
改增”试点给服务业带来了
解决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
负、扩大业务领域、提升议价
能力四重利好，大大增强了
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导
向，从而吸引更多资源包括

民间资本向服务业集聚。
统计显示，2012年上海

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全
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达到
60%，比上年提高两个百分
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增加值895 . 31亿元，
比上年增长5%；批发和零售
业增加值3291 . 93亿元，比上
年增长11 . 5%；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
918 . 83亿元，增长16 . 5%。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李静

四重利好形成良好产业导向

本报记者 李静 齐金钊

“营改增”是件大事，可以理顺增值税链条，可以降低
第三产业税负，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调整。据测算，

“营改增”如全面铺开，我国每年税收入预计净减少1000亿
元以上。对“营改增”的具体作用、如何在烟台更好地落地，
税制未来会有怎样的改革，一些业内专家提出了看法。

他山之石

鲁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良忠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吴丽梅

相关链接

⑤专家眼中的“营改增”

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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