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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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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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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简称《试点规定》）和《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明确规定从 2012年 1月 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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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大势所趋。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 7月 31日发布的财税［2012］71号

文件，交通运输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范围已由上海市

分批扩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含宁波

市）、福建省（含厦门市）、湖北省和广东省（含深圳市）。

众所周知，增值税最大的优点在于不论商品流转环节多

少同一种商品税负相同，不再重复征收。营业税改增值税，其

实就是为了消除重复征税，因为重复征税不利于专业分工、不

利于产业链延伸，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营业税要改增值

税。增值税的核心特征就是抵扣机制，其功能就是避免重复征

税。很显然，征营业税时，营业税对所得税有减税效应，而改征

增值税后，进项税额能否抵扣、能抵扣多少将直接影响企业的

收入、成本、整体税负和利润。

本文以某航空公司的实际财务数据为例，经简化处理测

算“营改增”对航空运输企业财务的影响和整体税负的增减变

动。下面将逐项分析测算“营改增”对企业收入、成本、资产、税

负和税后利润的影响，并对航空运输企业纳税筹划提出相关

的建议，以对试点企业财务管理有所帮助。

一 尧野 营 改 增 冶对 航 空 运 输 企 业 财 务 的 影 响

（一）对收入的影响

征收营业税以航空公司应税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而改

革后增值税是价外税，以不含税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增值税

具有转嫁性，产品周转环节税通过价格转嫁至消费者，但短期

内航空运输服务收入不会有明显升降。因此，假定改革前后营

业收入水平不变，则：不含税价格=含税价格衣（1垣增值税税

率）；不含税价格比含税价格下降比例=（含税价格原不含税价

格）衣含税价格伊100%=增值税税率衣（1+增值税税率）伊100%。

可见，由于增值税税率不同，换算成不含税价格的收入比含税

价格有所下降，其下降比例取决于增值税税率的大小。

航空运输企业收入构成大致包括国内运输收入、国际运

输收入、地面服务、旅游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其中国内运输收

入营业税税率为 3%，其他收入营业税税率为 5%，而国际运输

业务适用零税率。根据《实施办法》规定，改征增值税后，国内

运输收入增值税税率为 11%，国际运输收入适用零税率，而地

面服务属于物流辅助服务项下的航空服务———航空地面服

务，适用税率为 6%。“营改增”之后国内运输服务收入减少 10%

［11%衣（1垣11%）］，地面服务收入减少 5.7%［6%衣（1垣6%）］。

以某航空公司财务数据为例，2012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2 000 000万元，其中，国内运输收入 1 250 000万元，地面服

务收入 56 000万元，国际运输服务收入 624 000万元，其他收

入 70 000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 40 000万元，其中，税改后不

征增值税的其他收入所缴纳的营业税为 3 800万元。

那么，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其不含税国内运输收入=1250 000衣

（1垣11%）越1 126 126.13（万元）；不含税地面服务收入=56 000衣

（1垣6%）越52 830.19（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1 126 126.13伊

11%垣52 830.19伊6%越127 043.68（万元）。

（二）对成本的影响

营业税下的成本是价税合计数，所以要进行价税分离，一

部分是营业成本，一部分是进项税额，改征增值税后可以按照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这样，航空运

输企业的成本费用便会大幅下降。

航空运输企业的成本一般包括航空油料消耗、飞机起降

服务费、飞机经营性租赁费、飞机发动机维修及航空件消耗、

销售代理手续费、系统服务费、运输服务费、餐食机供品、民航

建设基金、发动机折旧费等。

营改增对航空运输企业的财务影响及对策

徐曼丽

渊天津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天津 300222冤

【摘要】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年底联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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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航空运输企业而言，这是一大利好政策，应当把握机遇，充分运用此次税改

的优势扩大利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运用合法合规的手段达到节税的目的。本文从财务角度分析“营改增”给航空运输企

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营业税改增值税 航空运输企业 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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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降费、飞机经营性租赁费、销售代理手续费及系统

服务费和运输服务费均已经纳入此次税改的应税服务范围，

在“营改增”之后均可以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应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可以获得合理抵扣。其中飞机起降费属于物流辅助

服务税目中航空服务子目，税率为 6%；飞机经营性租赁费属

于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适用 17%的税率；销售代理手续费及系

统服务费属于物流辅助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适用税率为6%；

运输服务费属于交通运输服务，适用税率为 11%。

航空油料消耗、飞机发动机维修及航空件消耗和餐食机

供品等成本的进项税额在“营改增”之后也可以获得抵扣，不

再计入成本。航空油料消耗是航空运输企业营业成本的主要

构成之一，约占总成本的 37%，是营业成本中的直接营运成

本，从成本形态上讲是属于变动成本，随着业务量（飞行班次、

飞行小时数）变化而变化。航空公司的航油成本随着国际油价

的涨幅通常会有较大变化，航空公司购入航空煤油要缴纳

17%的增值税；飞机发动机维修及航空件消耗和餐食机供品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17%。

所以，航空油料消耗、飞机发动机维修及航空件消耗、餐

食机供品和飞机经营性租赁费等成本在税改后还原成不含税

价格后成本将减少 14.5%［17%衣（1垣17%）］；飞机起降费、销售

代理手续费和系统服务费等成本项目还原成不含税价格后成

本将减少 5.7%［6%衣（1垣6%）］；而运输服务费成本将减少 10%

［11%衣（1垣11%）］。

承前例，若该航空公司 2012年一季度营业成本为 1 860 000

万元，其中，航油消耗 688 200万元，飞机起降服务费 204 600

万元，飞机经营性租赁费 104 160万元，飞机发动机维修及航

空件消耗 93 000万元，餐食机供品 50 220万元，销售代理手

续费 68 820 万元，系统服务费 24 180 万元，运输服务费

3 720万元，民航建设基金等成本 62 3100万元。

那么，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航油消耗、飞机经营性租赁费、

飞机发动机维修及航空件消耗以及餐食机供品的不含税成

本越（688 200垣104 160垣93 000垣50 220）衣（1垣17%）越799 641.03

（万元）；飞机起降服务费、销售代理手续费和系统服务费的不

含税成本越（204 600垣68 820垣24 180）衣（1垣6%）越280 754.72

（万元）；运输服务费的不含税成本越3 720衣（1垣11%）越3 351.35

（万元）；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越799 641.03伊17%垣280 754.72伊

6%垣3 351.35伊11%越153 152.91（万元）。

（三）对资产的价值及折旧的影响

“营改增”后，以前期间购入的固定资产（飞机、发动机、高

价周转件、房屋及建筑物和其他设备）的折旧不允许计算抵扣

进项税，但是当期新购入的飞机、发动机、高价周转件和其他

设备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房屋及建筑物和其他设备的进

项税额仍然不能抵扣。一般航空运输企业进口飞机及发动机

和高价周转件可享受增值税优惠，税率为 4%。这样，新购入设

备可以抵扣 4%的进项税，设备价值将降低 3.85%（这里只考

虑设备初始购置价值，不考虑后续支出），所以，在设备使用期

内折旧额也会减少相同比例。

承前例，若该航空公司当期新购入飞机、发动机和高价周

转件等固定资产为 194 000万元（假设均为进口），其他收支净

额为 82 000万元，那么，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新购入飞机、发

动机和高价周转件不含税成本越194 000衣（1垣4%）越186 538.46

（万元）；新购入飞机、发动机和高价周转件等可以抵扣的进项税

额越186 538.46伊4%越7 461.54（万元）。

（四）对企业税负及税后利润的影响

1.“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体现在对流转税的影响

和对所得税的影响。税改前，营业税计入损益类科目“营业税

金及附加”，会从收入中扣除，对所得税有抵减效应。“营改增”

后，增值税作为价外税是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

目核算的，对所得税没有抵减效应。至于税改前后所得税的增

减取决于税改前后应税所得的增减，应税所得增加，所得税增

加；应税所得减少，所得税减少。

2.“营改增”后税后利润的增减则取决于收入、成本减少

的比例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的程度。承前例：

“营改增”之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2 000 000原1 860 000原

40 000垣82 000越182 000（万元）；应纳所得税额越182 000伊25%

越45 500（万元）；净利润越182 000原45 500越136 500（万元）。

因为税改前进项税（不考虑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所含进项

税部分）计入成本，营业税（不包括税改后继续缴纳的营业税）

可以在税前抵扣，因而可少缴营业税额=（153 152.91垣40 000-

3 800）伊25%越47 338.23（万元）；承担的流转税及因流转税影

响所得税的总税额=153 152.91垣40 000-3 800原47 338.23越

142 014.68（万元）。

“营改增”之后：应纳增值税越127 043.68原153 152.91原

7 461.54越-33 570.77（万元）（此负数说明本期留有 33 570.77

万元抵税款，可办理退税或者结转下期继续抵扣）；应纳税所

得越（1126126.13垣52 830.19垣694 000）原（799 641.03垣280 754.72垣

3 351.35垣623 100）原3 800垣82 000越244 309.22（万元）；应

纳所得税额越244 309.22伊25%越61 077.31（万元）；净利润越

244 309.22原61 077.31越183 231.91（万元）。

3. 税负变化的情况。“营改增”后，航空运输企业的税负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由于进项税（不考虑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所含进项税部

分）可以抵扣，但不能计入成本，因而多缴所得税=153 152.

91伊25%越38 288.23（万元）。

由于原缴纳的部分营业税不再扣除，因而多缴所得税=

（40 000原3 800）伊25%越9 050（万元）。

由于营业收入减少 127 043.68万元［2 000 000-（1 126 126.13

垣52 830.19垣694 000）］，因而少缴纳所得税=127 043.68伊25%

越31 760.92（万元）。

承担的流转税及因流转税影响的所得税总额=-33 570.77

垣38 288.23垣9 050原31 760.92越-17 993.46（万元）。

由此可见，税改使得试点企业净利润增加 46 931.91万元

（183 231.91原136 500），增长 34%，同时税收负担也大大减轻，

减少 160 008.14万元（142 014.68垣17 993.46）。“营改增”使得

航空运输企业的成本大大降低，使得企业税负减轻，净利润大

大增加，这对航空运输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政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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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笔者在对某地方性商业银行票据业务检查中发现，

该行贴现的票据中有近一半金额由其总行票据中心承兑，贴

现日期相当接近，基本上在承兑当天或间隔一两天，贴现票据

基本上没有经过背书转让就贴现，即出票人给收款人后收款

人直接变身为贴现人拿来贴现。而且，有些贴现人直接将贴现

后剩余资金在当天又转给了出票人，很明显，这种承兑汇票纯

粹被当作一种融资工具在使用。

对于利用承兑汇票进行融资的行为，主管部门应当引起

重视，因为在票据融资滥用的背后，反映了银企双方复杂的利

益关系和监管中存在的漏洞，也反映了商业银行考核体制中

存在着单纯业务指标等弊病，亟须改进。本文拟对票据融资中

各方利益及监管漏洞做简单梳理。

一、银行方面的利弊分析

对于银行而言，自身没有动力去审核交易背景。这是因

为：首先，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商业银行要想真正了解企业

交易背景一般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势

必会增加成本，影响其收益。其次，商业银行关注的是自身资

金的安全性和营利性。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企业一般都是在

该行开立结算账户并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客户，银行对客户的

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并会提出一定比例的保证金要求，同

时对敞开部分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或第三方保证，对于一些

中小企业甚至会要求追加股东等自然人作为担保人。由此可

以看出，商业银行在保证该笔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不会花费

太多的精力去审核该笔交易是否真实。

“融资票”的利弊、银企利益关系与监管建议

王晓娜 蒋利强

渊石家庄经济学院研究生院 石家庄 050031 中国人民银行邯郸市中心支行 河北邯郸 056002冤

【摘要】银行承兑汇票近几年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一些企

业利用承兑汇票变相的融资，加上监管方面存在的一些漏洞，致使“融资票”风险积聚。本文以近期查处某商业银行“融资

票”为引线，分析了“融资票”中各方的利益关系，同时提出了监管建议。

【关键词】融资票 商业银行 中央银行

凡事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任何税制改革在给企业带来好处

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比如涉税风险。所以，企业在沐浴着改

革春风的同时也应有防范风险的对策。

二 尧 航 空 运 输 企 业 的 应 对 策 略

1. 企业在运用营业税改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时应注意

取得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考虑到有的小规模纳税人不能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可能有一部分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本文案例未考虑此项）。所以，企业应尽量选择与具有一般纳

税人资格的企业合作，最大限度地获得进项税额的抵扣。

2. 航空运输企业应注意分开核算不同税率、不同征收率

的销售额以及征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试点规定》规定：“试

点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率和征收率的销售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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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 12月 29日发布《关于交通运输业和

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若干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1］133号）规定：“航空运输企业提供的旅客利

用里程积分兑换的航空运输服务、根据国家指令无偿提供的

属于《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以公益活动为目的的航空运

输服务以及试点航空运输企业已售票但未提供航空运输服务

取得的逾期票证收入，均不征收增值税。”所以试点企业应该

注意分别核算不同税率的销售额并且将应税收入与不征税收

入分开核算，以免从高适用税率导致多缴税款。

3. 对于即将被纳入试点的企业，税改前可以考虑推迟购

买固定资产和试点服务，税改后尽量从试点地区及试点行业

购买劳务，以获得相应的进项税额的抵扣，这将给企业带来相

较于非试点企业额外的竞争优势。

4. 对于已成为试点和即将成为试点的企业来说，应大力

开展学习与宣传，认真研究新政策的规定，模拟测算税改对企

业自身财务的影响，重点关注税后净利的影响。并且培养具有

专业素质的会计税务人才，做好企业会计核算和纳税管理工

作，尽量降低企业涉税风险，提高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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