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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营改增”，交通运输企业

该不该分立为小规模纳税人

高盼盼

（天津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天津 300222）

我国自 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政策规定交通运输业一

般纳税人适用 11%的税率，小规模纳税人为 3%。与原来交通

运输业 3%的营业税税率相比，一般纳税人的税率明显升高。

而小规模纳税人则由3%的价内税（营业税）转为3%的价外税

（增值税），实际税率降低而获益。因此，许多企业通过另行注

册一些小企业将原来超过一般纳税人“门槛”的营业额分块

压缩到“门槛”以下，减轻税负负担。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对企

业有益？本文就具体案例来分析营业额达到一般纳税人水平

的企业是否应该分立成为小规模纳税人。

一、案例分析

某运输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a（a>500 万元），可抵扣进项税

的原材料、修理修配劳务等金额为b，作为一般纳税人该公司

应纳增值税额为 a×11%-b×17%；若将该公司拆分为m个小规

模纳税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c1，c2，c3，…，cm（其中 cj<500万元，

Σcj=a）,则应纳增值税为c1×3%+c2×3%+c3×3%+cm×3%=a×3%。

福州市晋安区某交通运输企业M某月的运费收入为600

万元，燃油费支出为 13万元（不含税），修理费支出为 2万元

（不含税），未发生其他可抵扣的成本费用，高速公路过路费

支出与人员工资支出为117万元。

M企业不同纳税身份下应纳增值税额和净利润如下：

若该企业分立成小规模纳税人，其当月增值税应纳税额

是17.48万元，远低于作为一般纳税人时的56.91万元，如果仅

看纳税额，分立成小规模纳税人确实能使企业尝到一些“甜

头”。但是，小规模纳税人提供运输劳务的进项税不可抵扣，

或者在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的情况下按7%计算抵扣，而一

般纳税人提供的运输劳务可以按11%抵扣。

承上例，M企业若要与小规模纳税人有相同的净利润，

设其对下游企业要求的新价格为X，由［X/（1+11%）-132］×

0.75=337.89；得：X=646.60。

下游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和成本如下：

下游企业接受一般纳税人提供的运输劳务进项税可多

抵扣 22.08 万元（64.08-42），利润减少 18.39 万元［（582.52-

558）×0.75］。可见，与小规模纳税人相比，下游单位接受一般纳

税人的运输劳务会获得额外收益：22.08-18.39=3.69（万元），

因此，下游企业对交通运输企业设定的新价格可以接受。

设某交通运输企业的营业收入为 x，与小规模纳税人保

持相同的利润须涨价 a。由两种纳税身份下利润相同得：x/

（1+3%）=（x+a）/（1+11%）；计算出 a=0.078x（同一企业成本相

同，所以只比较不含税营业收入）。

对于下游企业，接受一般纳税人的运输劳务多抵扣进项

税：［（x+a）/（1+11%）］×11%- x×7%=0.037x，利润减少：［（x+

a）/（1+11%）-（1-7%）x］×0.75=0.031x，可多获收益：0.037x-

0.031x=0.006x。即一般纳税人提价7.8%就会与小规模纳税人

保持相同的利润水平，且使下游企业多获收益0.006x，为一般

纳税人的运输企业其营业收入≥500万元，也就是说一般纳税

人会使下游企业获得收益≥30 000元。接受一般纳税人的运

输劳务能使下游企业获得更多好处，所以即便是提价，一般

纳税人也比小规模纳税人更具竞争力。

二、一般纳税人“减负”的纳税筹划措施

1. 如果企业总机构在试点区，而又有在非试点区域的分

公司，则由总机构汇总纳税可以节税。财税［2013］37号文第

四十二条规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

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和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

构合并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 分离并单独核算税率较低的业务。如果交通运输企业

有物流辅助服务，如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搬运服务等，应

将这些业务分离出来单独核算，物流辅助服务适用 6%的税

率，可以使企业减负。同时，尽量减少有形动产租赁业务（税

率17%），如远洋运输的光租业务、航空运输的干租业务等，为

其配备操作人员，从而适用交通运输业11%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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