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 ０３ ０１

［作者简介］潘文轩（１９８２— ），男，上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部讲师，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ＡＣＣＡ），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财政税收理论和实务。

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增值税“扩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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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行业税负变动的预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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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增值税“扩围”改革将影响到各行业的流转税负担。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增值税“扩围”改革
对目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行业（即“增值税行业”）和目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行业（即“营业税行业”）流转

税税负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行业的总体税负将有小幅下降，服务中间投入比率是影响各增值税行业减税

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各营业税行业的税负变化情况差异较大，商务服务业等大多数行业的税负将减轻，但租赁业

等部分行业的税负可能会加重，税改后的增值税税率水平选择与中间投入比率是影响各营业税行业税负变动的主

要因素。为了促进行业间税负公平，减少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有必要适当降低租赁业、交通

运输业的税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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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将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作为“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的重点①。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先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
试点，然后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的行业。由于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牵

涉面多、影响范围广，因此其扩大征收范围的过程不仅仅是税收制度本身的变革，还会引发与之相关

的一系列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要保证增值税“扩围”改革顺利推进，关键在于科学地分析与判断改革对经济运行可能带来的各

种影响，从而更好地规划改革路径、制定改革方案、化解改革矛盾。近两年来，我国财税学界已经开始

研究增值税“扩围”改革的预期经济影响及其应对措施，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首先，增值税“扩

围”改革会影响到国家的税收收入，其影响大小取决于营业税税率、增值税税率、服务业增值率、产品

和服务的中间投入结构等方面因素［１］；其次，增值税取代营业税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因此需要重新

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２］；再次，增值税“扩围”会影响到行业税负，但由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多少不同，各行业的税负变化不一，增减各异［３］，行业税负变化结果与“扩围”改革后行业适用税率水

平存在密切关系［４］；最后，增值税扩大征收范围还会给价格（主要是消费性服务业价格）带来冲击，因

而需要考虑对消费性服务业按征收率征税［５］。这些结论对做好增值税“扩围”改革工作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文试图研究增值税“扩围”改革对不同行业税负带来的预期影响。优化行业税负是增值税“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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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因，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轻服务业税负以利于其更好发

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过，增值税“扩围”改革是否能够给各行业普遍带来“利好”？如果

是“利好”，那么各行业的减税程度到底有多大？哪些因素会影响行业税负的变动呢？从现有文献

看，关于增值税“扩围”对行业税负影响的研究大部分属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较少，而在定量分

析中，又存在着对行业考察面不广的问题，尤其是未考虑对目前征收增值税行业的影响，此外，以往的

实证分析也没有将由于“渐进式”改革而导致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进行区分。本文将增值税“扩

围”改革分为“部分扩围”和“全面扩围”两个阶段，分析“扩围”改革对目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行业

（本文称之为“增值税行业”）和目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行业（本文称之为“营业税行业”）的影响，

力图更准确、全面、深入地揭示增值税“扩围”改革对相关行业税负变化的预期作用。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增值税“扩围”改革同时涉及增值税和营业税两大税种，覆盖行业众多，对产业经济的影响范围

广，可能改变各行业税负水平。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运用投入产出法来研究税收政策的经济

影响问题［６ １０］。本文将运用投入产出表来分析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行业税负的预期影响。

本文分两大行业组别来研究增值税“扩围”对行业税负的预期影响。一是分析增值税“扩围”对

目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行业的影响，这些行业具体包括第一产业、除建筑业外的第二产业以及第三

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本文称上述行业为“增值税行业”；二是分析增值税“扩围”对目前属于营业税

征收范围行业的影响，这些行业具体包括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以及除批发零售业外的第三产业，本文

称上述行业为“营业税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司编制的《２００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
１３５ 个部门的行业分类方法，共有 ９４ 个行业属于增值税行业，有 ４１ 个行业属于营业税行业。测算行
业税负变化所用的行业投入和产出相关数据也取自于该表①。各增值税行业的增值税税率根据现行

增值税税率表确定，各营业税行业的营业税税率根据目前营业税税率表确定，而各营业税行业改征增

值税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目前已明确的租赁有形动产适用 １７％的税率，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适用
１１％的税率，研发和技术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适用 ６％的税率”［１１ １２］，而对目前尚未明确适用税率
的各服务行业，假定社会保障业等公益性服务业适用零税率，其余服务业都适用 ６％的税率。行业流
转税负担率的测算方法是用该行业应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除以该行业的销售（营业）收入。

图 １　 增值税“扩围”改革影响行业税负变动的路径

由于当前的增值税“扩围”改革采取了

“渐进式”的方法，即先在部分营业税行业试

点，然后再逐步推广到其他营业税行业，最终

实现对营业税行业的全覆盖。因此，需要分

别沿着“部分扩围”和“全面扩围”两条路径

来分析增值税“扩围”对行业税负变动的预

期影响（如图 １ 所示）。在前一条路径下，要
分析在部分营业税行业改征增值税条件下，

增值税行业与营业税行业的税负变动情况；

在后一条路径况下，要分析增值税覆盖到所

有营业税行业条件下，增值税行业与营业税行业的税负变动情况。

三、增值税“扩围”改革对“增值税行业”税负变动的影响

尽管目前增值税行业能够抵扣外购原材料、机器设备等所含的进项税，但是依然有两类外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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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表是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中国最新的投入产出表。



与服务不能抵扣：一是建筑安装工程，二是外购的各类服务（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上述两类产品与

服务当前都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提供这些产品与服务的企业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因此购买方也就

不能获得进项抵扣。而随着增值税征收范围逐渐扩大到营业税行业，外购营业税行业所提供产品与

服务的进项税将能够实现抵扣，从而减轻增值税行业的流转税负担。

假设增值税“扩围”后，增值税行业中某行业 ｊ可实行进项抵扣的第 ｉ种外购建筑安装或服务的价

值为 Ｇｓｉｊ，Ｇ
ｓ
ｉｊ对应的增值税税率为 ｔ

ｓ
ｉ，则行业 ｊ的新增进项税额为∑

ｉ
ｔｓｉ Ｇ

ｓ
ｉｊ。如果行业 ｊ的销售收入 Ｒｊ在税

改前后保持不变，则该行业增值税负担率下降值 Δｔｊ ＝ － （∑
ｉ
ｔｓｉ Ｇ

ｓ
ｉｊ）／ Ｒｊ。引入新增进项平均税率 ｔ

ｓ
ｉ，使

ｔｓｉ∑
ｉ
Ｇｓｉｊ ＝ ∑

ｉ
ｔｓｉ Ｇ

ｓ
ｉｊ，再用 Ｇ

ｓ
ｊ 表示行业 ｊ外购建筑安装与服务的总价值，这样，Δｔｊ ＝ － ｔ

ｓ
ｉ
∑
ｉ
Ｇｓｉｊ

Ｇ( )ｓ
ｊ

Ｇｓｊ
Ｒ( )
ｊ

。

（一）增值税部分扩围时的情况

当增值税征收范围逐步扩大到营业税行业时，增值税行业的增值税负担率将会下降，其降幅主要

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
ｉ
Ｇｓｉｊ）／ Ｇ

ｓ
ｊ，它表示行业 ｊ外购建筑安装和各类服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

的比重，该比重反映了外购建筑安装和各类服务总价值中有多大比例可以用于进项抵扣；二是 Ｇｓｊ ／ Ｒｊ，
它表示行业 ｊ外购建筑安装与服务总价值占其销售收入比重，假设行业 ｊ的年产值等于年销售收入，那
么 Ｇｓｊ ／ Ｒｊ 可以用行业 ｊ的建筑安装与服务投入占行业产出比重（以下简称为“服务中间投入比率”）来
衡量。这里主要分析前一个因素的影响，因为它是部分扩围时特有的因素。

（∑
ｉ
Ｇｓｉｊ）／ Ｇ

ｓ
ｊ 对行业 ｊ增值税负担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增值税部分扩围时所涉及的具体行业范

围。就短期来看，根据目前明确的上海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范围判断，在今后一段时期，增值税将

首先覆盖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①。因此，向交通运输行业和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外购服务

比重较高的行业将能够新增较多的进项抵扣。所以，预期增值税行业中运输与物流成本较高、技术研

发与咨询服务投入较多的行业将更显著地受益于前期的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运输与物流成本较

高的行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医药制造业、炼钢业等，而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投入较多的行业主要

包括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不过，从长期看，随着营业税行

业逐步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中来，（∑
ｉ
Ｇｓｉｊ）／ Ｇ

ｓ
ｊ 会不断上升

②，从而使增值税行业税负不断趋于下降。

（二）增值税全面扩围时的情况

　 　 　 　

①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

有形动产租赁和鉴证咨询等。

②增值税“扩围”改革实施前，（∑
ｉ
Ｇｓｉｊ）／ Ｇｓｊ ＝ ０。

　 　 当增值税实现对营业税行业的全覆盖时，（∑
ｉ
Ｇｓｉｊ）／ Ｇ

ｓ
ｊ ＝ １，之后这一改革将不再对增值税行业

的增值税负担率变动产生影响。因此，在增值税全面扩围情况下，Δｔｊ ＝ － ｔ
ｓ
ｉ（Ｇ

ｓ
ｊ ／ Ｒｊ），增值税行业税负

下降率主要由 Ｇｓｊ ／ Ｒｊ（即服务中间投入比）来决定。
根据《２００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计算各增值税行业的增值税负担率下降值，结果见表

１。粗略估计，增值税完全覆盖营业税行业后，整个增值税行业增值税负担率的降幅在 ０． ５６％左右，
总体减税效应并不大。不同增值税行业的减税幅度存在一定差异，批发零售业是从税改中获益相对

最大的行业，其增值税负担率降幅将达到 ２． １３ 个百分点。增值税行业的服务中间投入比率是影响该
行业增值税负担率降幅的最关键因素。税负降幅与新增进项平均税率的相关系数仅为 ０． １７，但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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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间投入比率的相关系数高达 ０． ９４。服务中间投入比率越高的行业，税改后新增的进项抵扣额越
多，减税规模也越大。减税效应最大的批发零售业，其服务中间投入比率也是最高的（２８． １１），远远
超过其他行业，而减税效应最小的废品废料业，其服务中间投入比率也是最低的（１． ３４）。

表 １　 增值税全面扩围对增值税行业的减税效应测算 （单位：％）

行业名称
税负

下降
行业名称

税负

下降
行业名称

税负

下降

批发零售业 ２． １３ 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０． ５７ 金属制品业 ０． ４３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 １． ０４ 方便食品制造业 ０． ５６ 针织品、编织品及其制品制造业 ０． ４３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１． ０３ 其他食品加工业 ０． ５６ 纺织制成品制造业 ０． ４２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 ９７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 ０． ５５ 渔业 ０． ４２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 ９６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 ０． ５５ 汽车制造业 ０． ４１

医药制造业 ０． ９５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０． ５５ 电机制造业 ０． ４１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 ９１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 ０． ５４ 水产品加工业 ０． ４１

软饮料及精制茶加工业 ０． ９０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０． ５４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０． ３９
酒精及酒的制造业 ０． ８６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 ０． ５３ 谷物磨制业 ０． ３８
陶瓷制品制造业 ０． ８５ 林业 ０． ５３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 ３８
其他食品制造业 ０． ８２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５３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０． ３７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 ０． ８０ 铁合金冶炼业 ０． ５２ 烟草制品业 ０． ３７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业 ０． ７９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５１ 塑料制品业 ０． ３６

炼焦业 ０． ７７ 橡胶制品业 ０． ５１ 合成材料制造业 ０． ３５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业 ０． ７６ 炼铁业 ０． ５０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０． ３５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 ０． ７６ 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５０ 农业 ０． ３４
家用电力和非电力器具制造业 ０． ７５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的制造业 ０． ５０ 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业 ０． ３４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 ７３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 ５０ 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业 ０． ３４
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业 ０． ７１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 ０． ４９ 饲料加工业 ０． ３３

制糖业 ０． ７０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 ４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 ３３
砖瓦、石材及其他建筑材料制造业 ０． ６５ 通信设备制造业 ０． ４８ 麻纺织、丝绢纺织及精加工业 ０． ３３

水泥及石膏制品制造业 ０． ６４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 ４７ 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业 ０． ３２
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 ０． ６４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 ４７ 植物油加工业 ０． ３２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 ６２ 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０． ４７ 炼钢业 ０． ３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６２ 钢压延加工业 ０． ４６ 屠宰及肉类加工业 ０． ３０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 ０． ６１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业 ０． ４６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 ０． ３０
家具制造业 ０． ６１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４５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 ２７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６０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 ４５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 ０． ２７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５８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 ４５ 畜牧业 ０． １９

肥料制造业 ０． ５８ 起重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 ４４ 废品废料 ０． １１
雷达及广播设备制造业

农药制造业

０． ５８
０． ５８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

０． ４４
０． ４３

四、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营业税行业”税负变动的影响

当增值税逐步取代营业税时，目前营业税所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将能够得到解决，从这一角度

看，营业税行业的流转税税负水平理应下降。但是，考虑到营业税行业改征增值税后将适用比当前营

业税更高的税率水平，再加上各个行业的成本构成存在差异，且各个营业税行业改征增值税有先后顺

序，所以，各营业税行业在增值税“扩围”改革中，有可能出现行业流转税负变化方向与程度不同的情

况，有必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测算。

在部分扩围阶段，发生税负变化的营业税行业仅局限在纳入增值税试点范围的行业，而暂时未纳

入试点的营业税行业的税负水平是不受影响的；而在全面扩围之后，当增值税实现对各行业的全面覆

盖时，税改将影响到所有营业税行业的税负。

·０５·



（一）增值税“扩围”影响营业税行业税负变化的双重效应

假设某行业 ｋ为营业税行业，该行业在增值税“扩围”改革前的营业收入为 Ｒｋ，营业税税率为 ｔ
′
ｋ，

则营业税额是 ｔ′ｋＲｋ。当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假设行业 ｋ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ｔｋ，如果营业收入维持
不变，那么行业 ｋ的增值税销项税为 ｔｋＲｋ。令 Ｇｉｋ 表示行业 ｋ可实行进项抵扣的第 ｉ种外购产品或服务

的价值，ｔｉ 为第 ｉ种外购产品或服务所对应的增值税税率，则行业 ｋ的增值税进项税为∑
ｉ
ｔｉＧｉｋ。行业 ｋ

在税改后的流转税负担率变化值为：Δｔｋ ＝ （ｔｋＲｋ －∑
ｉ
ｔｉＧｉｋ － ｔ

′
ｋＲｋ）／ Ｒｋ ＝ ｔｋ － ｔ

′
ｋ － （∑

ｉ
ｔｉＧｉｋ）／ Ｒｋ。

我们将 Δｔｋ 分成两部分进行考虑。
第一部分是 ｔｋ － ｔ

′
ｋ。按照目前的增值税与营业税税率，部分娱乐业的营业税税率除外，增值税税率

是高于营业税税率的①。如果行业 ｋ改征增值税后直接适用目前１７％ 或者１３％ 的增值税税率，那么 ｔｋ
肯定会高于 ｔ′ｋ。即使行业 ｋ适用一个相对较低的新的增值税税率档次，但只要营业税现行税率低于该
税率水平，那么就有 ｔｋ － ｔ

′
ｋ ＞ ０。这意味着实行增值税“扩围”将提高营业税行业的税率水平，本文称

之为“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对于营业税行业来说，改征增值税后适用的新税率越高，带来的增税效

应越大。比较目前上海增值税试点行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与原先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不难发现，部分现

代服务业的税率提高了１％，交通运输业的税率提高了８％，而租赁业的税率更是大幅度提高了１２％。
因此，“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部分是 － （∑
ｉ
ｔｉＧｉｋ）／ Ｒｋ。它表示的是营业税行业改征增值税后能够抵扣外购产品与服务所

含款所带来的减税效应，本文称之为“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出于简便分析，引入进项平均税率ｔｋ，使

ｔｋ∑
ｉ
Ｇｉｋ ＝ ∑

ｉ
ｔｉＧｉｋ，再用 Ｇｋ 表示行业 ｋ 所有外购产品与服务的总价值，这样，－ （∑

ｉ
ｔｉＧｉｋ）／ Ｒｋ ＝

－ ｔｋ
∑
ｉ
Ｇｉｋ

Ｇ( )
ｋ

Ｇｋ
Ｒ( )
ｋ

。其中，（∑
ｉ
Ｇｉｋ）／ Ｇｋ 表示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外购产品与服务比重，而 Ｇｋ ／ Ｒｋ 表

示外购产品与服务总价值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假设行业的年产值与年营业收入相等，那么 Ｇｋ ／ Ｒｋ 可以
用行业 ｋ的中间投入比率来衡量。通过上述公式变换与因式分解分析可以发现，有两大因素决定了
“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的大小：一是行业外购产品与服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比重；二是行业的

中间投入比率。第一个因素与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进程有关，在改革试点初期，由于只在少部分营业

税行业征收增值税，因此仍有较大比例的外购服务无法获得进项抵扣。从长期看，当营业税行业全面

改征增值税时，营业税行业的所有外购产品和服务所含税款都能获得抵扣，此时∑
ｉ
Ｇｉｋ ＝ Ｇｋ，减税效

应就主要由行业中间投入比率这一因素来决定。行业中间投入比率越高，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能够作

为进项抵扣的金额也越大，消除重复征税的效应越明显，因而减税效应也就越大。

本文根据《中国 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表》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了各营业税行业的中间投入比率，结
果发现，整个营业税行业的中间投入比率为 ５３． ２７％，但该比率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较大。中间投入
比率最高的是建筑业，达到了 ７６． ８６％；此外，航空运输业（７５． ２５％）、仓储业（７１． ８５％）等行业的中间
投入比率也较高；而某些行业的中间投入比率相对较低，这些行业主要是房地产业（１６． ６２％）、银行
业、证券业和其他金融活动（２０． ６７％）等。因此，可以预期，从长期看，通过增值税“扩围”改革，建筑
业、航空运输业、仓储业等重复征税问题突出的行业将显著受益于“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而房地产

业、银行业、证券业等行业从新增进项抵扣中获得的减税收益可能并不十分明显。

·１５·

①增值税税率为 １７％和 １３％两档（出口货物为零税率），营业税税率为 ３％和 ５％两档（娱乐业为 ５％—２０％）。



（二）增值税“扩围”影响营业税行业税负变化的净效应

由于增值税“扩围”改革过程中增税和减税两种效应并存，因此有必要对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的

净效应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这样才能测算出各营业税行业的流转税税负水平的最终变化情况。本

文认为，增值税“扩围”影响营业税行业税负变化的净效应主要取决于税改后营业税行业所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水平如何进行选择，本文仍将增值税改革区分为部分扩围和全面扩围两个阶段，对营业税行

业税负变化的净效应进行具体分析。

１． 增值税部分扩围时的情况
表 ２　 增值税部分扩围对相关营业税行业税负影响的测算（单位：％）

行业名称
纳入增值税范围的

外购产品与服务比重
税负变化

仓储业 ９２． ９９ － ７． ５８
计算机服务业 ７７． ３９ － ５． ４２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７５． ９３ － ３． １３

软件业 ５８． ９９ － ２． ６２
航空运输业 ８９． ６２ － １． ９４
水上运输业 ９５． ３４ ０． ２４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７３． ３５ ２． ４２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８１． ９５ ２． ４９
道路运输业 ６２． １９ ３． ５５
管道运输业 ６２． １９ ４． １５
租赁业 ６８． ０５ ６． ６７

假设增值税实行部分扩围，扩围

的对象仅限于目前上海增值税“扩

围”的试点行业，那么根据前述公

式，并利用《中国 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
表》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这些行业

的税负变化情况如表 ２ 所示。
２． 增值税全面扩围时的情况
在实现增值税对营业税行业全

面覆盖的情况下，当 ｔｋ ＞ ｔ
′
ｋ ＋

ｔｋ（Ｇｋ ／ Ｒｋ）时，行业 ｋ 流转税负担率
会在税改后上升；而当 ｔｋ ＜ ｔ

′
ｋ ＋

ｔｋ（Ｇｋ ／ Ｒｋ）时，行业 ｋ 的流转税负担
率会在税改后下降。因此，ｔ′ｋ ＋
ｔｋ（Ｇｋ ／ Ｒｋ）可以视为增值税取代营业
税时维持行业 ｋ流转税负担率不变的税负平衡点。

我们测算了营业税行业全面改征增值税后的税负变化情况（零税率行业除外），同时计算了各行

业的税负平衡点，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增值税全面扩围对营业税行业税负影响的测算 （单位：％）

行业名称 税负变化 税负平衡点 行业名称 税负变化 税负平衡点

商务服务业 － ８． ７１ １４． ７１ 旅游业 － ４． ２５ １０． ２５
餐饮业 － ８． ３１ １４． ３１ 体育 － ４． ０１ １０． ０１
仓储业 － ８． ２３ １４． ２３ 建筑业 － ３． ９４ １４． ９４

其他服务业 － ７． ８１ １３． ８１ 文化艺术业 － ３． ６２ ９． ６２
计算机服务业 － ７． ３０ １３． ３０ 邮政业 － ３． ５５ ９． ５５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 ７． ０１ １３． ０１ 航空运输业 － ３． ０９ １４． ０９
地质勘查业 － ６． ７２ １２． ７２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 １． ５６ ７． ５６
住宿业 － ６． ３４ １２． ３４ 房地产业 － ０． ８１ ６． ８１
娱乐业 － ６． ０５ １２． ０５ 银行业、证券业和其他金融活动 － ０． ７９ ６． ７９
软件业 － ５． １４ １１． １４ 水上运输业 － ０． １４ １１． １４

居民服务业 － ５． １０ １１． １０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０． ３９ １０． ６１
保险业 － ５． ０５ １１． ０５ 道路运输业 ０． ８５ １０． １５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 ４． ８７ １０． ８７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１． ２８ ９． ７２
新闻出版业 － ４． ８５ １０． ８５ 管道运输业 １． ８１ ９． １９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 ４． ６２ １０． ６２ 铁路运输业 ３． ２７ ７． ７３
专业技术服务业 － ４． ４４ １０． ４４ 租赁业 ４． １６ １２． ８４

·２５·



根据表 ３ 的计算结果，增值税“扩围”改革后，共有 ２６ 个行业的税负会下降，其中商务服务业的
下降幅度最大，与此同时，也有 ６ 个行业的税负会上升。可见，大部分营业税行业的流转税负担将通
过实施增值税“扩围”改革而获得减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作为试点行业的交通运输业来

看，其中航空运输业和水上运输业的税负是下降的，但道路运输业和管道运输业的税负不降反升。因

此，并不是各个交通运输业子行业都能够从税改中减轻税负。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 １７％的高税率
下，租赁业的税负将会明显提高，成为税负上升最多的行业。之所以出现租赁业以及部分交通运输行

业流转税负担不降反升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行业在税改中的“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过

大，抵消了并超过了“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短期部分扩围阶段，“渐进”改革模式使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行业先后顺序，在这一过

程中，各行业税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苦乐不均”现象。对于增值税行业，运输与物流成本较高、技术

研发与咨询服务投入较多的行业将获得更多减税；对于营业税行业，未纳入试点行业的税负暂时不受

影响，而试点行业税负将发生不同程度变化。

第二，在长期中，当实现增值税全面扩围时，增值税行业的总体税负会出现小幅下降，其中批发零

售业的税负率下降最多。各增值税行业减税效应大小主要取决于该行业的服务中间投入比率，服务

中间投入比率越高，减税效应越大。

第三，在长期中，增值税全面扩围会给营业税行业同时带来“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和“进项抵扣

的减税效应”的双重影响。各营业税行业改征增值税后的税率选择是“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的决定

性因素，税率越高，增税效应越大，而各营业税行业的中间投入比率是“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的决定

性因素，中间投入比率越高，减税效应越大。从上述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的净效应看，大部分营业税

行业的税负会下降，但租赁业和部分交通运输业的税负会上升。

本文认为，为了促进行业间税负公平，避免改革前后行业税负过度波动，需要审慎选择营业税行

业改征增值税后的适用税率。有关增值税“扩围”改革时的税率选择对福利影响的分析表明适用

１７％的标准税率“扩围”将使各类居民的福利下降［１３］，按照不同税率档次对第三产业的不同产品和

服务征收增值税，较之统一改为 １７％的增值税，既会有效率的提升，又会带来公平的改进［１４］。可见，

增值税“扩围”后有必要对不同营业税行业适用多档税率。另外，前文对税负平衡点的计算结果也启

示我们应当采取多档税率。不过，考虑到简化税制是我国税收改革的基本目标，所以，增值税的税率

档次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尽可能避免因税率档次过多而增加税收征管难度［１５］。为此，可按照

试点方案所确定的 １１％和 ６％新增两档税率来实施，税负平衡点在 １１％以上与 １１％以下的行业分别
适用 １１％和 ６％的税率。当前租赁业 １７％、交通运输业 １１％的试点税率偏高，可考虑分别下调至
１１％和 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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