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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前沿研究系列之三： 

营改增专题研究：却道海棠依旧 
Table_Summary  

核心观点： 

 我国营改增历程 

我国营改增历程开始于 2010 年，而 2012 年上海进行相关试点工作，

标志着营改增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截止目前营改增已经在交通运输业、部

分现代服务业、铁路运输业、邮政服务业、电信业陆续展开试点。按照改

革计划，2015 年下半年要完成生活服务业、建筑业、不动产和金融保险业

等行业营改增，其中预计不动产有偿转让、建筑业改征 11%税率的增值税。 

 营改增对已试点行业的影响 

从已试点行业情况来看，总体营改增减税效果明显：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税务报告数据，2015 年上半年，营改增减税 1102 亿元，其中试点纳税人

直接减税 600 亿元，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增加抵扣减税 502 亿元。 

 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 

我们建立模型测算了营改增对房企的经营业绩的影响，按照土地成本

是否可以抵扣，将测算分成两大类，同时在每个大类下，又按照房企是否

将建筑安装打包给上游建筑商以及上游建筑商是否将税负转嫁给房企拆分

成 3 三种情况，针对 6 小类情况分别建立模型进行测算，测算结论如下： 

（1）如果土地成本不可抵扣，则会使得房企利润下滑，并且毛利率越

低、土地成本占比越大的房企，利润下降幅度更大。（这种情况下，聚焦于

三四线城市的房企由于土地成本占比较低，利润下降幅度反而较小） 

（2）如果土地成本可以抵扣进项税，且可抵扣税率越大，对房企经营

业绩影响越有利，同时毛利率越低、土地成本占比越大利润增厚幅度越大。 

（3）如果上游建筑商税负转嫁能力较弱，则房企将建筑安装打包给建

筑商，对房企经营业绩越有利。 

（4）如果上游建筑商税负转嫁能力较强，则房企延伸产业链，自行实

施建筑安装，对经营业绩更有利。 

 房地产企业面对营改增可采取的措施 

实施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可以利用增值税可抵扣的制度在合法的范

围内采取对公司经营有利的举措，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提高精装

修比例；（2）提高议价能力，降低上游建筑商税负转嫁风险；（3）拆分业

务，增设小规模纳税人子公司；（4）加强管理，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风险提示 

土地成本无法进项抵扣，建筑商税负转嫁能力较强，房企无法获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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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营改增历程 

多行业陆续纳入试点范围 

 

我国的营改增历程开始于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提出了加快税

制改革的要求，由此开启了营改增的序幕。而在此后的2011年，营改增的推进更是

获得了重大进展：首先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此

外，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对营改增提出了具体要求，为营改增的实施进一

步奠定了基础。最后，更为重要的是，2011年11月16日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

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规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进行交

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试点，表明我国营改增正式进入实施阶

段。 

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我国营改增稳步推进并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交通运输

业、部分现代服务业、铁路运输业、邮政服务业、电信业陆续展开试点，试点地区

也从上海扩大到10个省市，再扩大到全国范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营改增

过程中，新增11%和6%两档税率，逐步形成了17%、13%、11%及6%四挡阶梯式

税率，有助于在过渡期针对性减轻相关试点行业税负。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7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中

明确指出，按照改革计划，今年要完成生活服务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金融保险业

等行业营改增，预计下半年这些行业将纳入营改增试点，其中，根据预测，不动产

有偿转让、建筑业改征11%税率的增值税，金融业、生活服务业按照6%的税率征收

增值税。 

总体来看，我国营改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认为营改增的推进有利于

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规范税制，合理税负，

有助于基本消除重复征税。 

图1：我国营改增主要试点推进进程一览 

 

数据来源：互联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营改增
主要试点推进
进程一览

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年底

2013年8月1日

2012年1月1日

 在上海进行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

产性服务业试点

 营改增分批渐次扩大到北京、江苏、安徽、福建、

广东、天津、湖北、浙江 8个省市

 营改增试点进一步扩围，未开展试点

的22个省区市全部纳入进来

2014年6月1日

2015年全年

2014年1月1日

 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不动产有偿转让、建筑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

入营改增试点，全面完成营改增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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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行业营改增前后税率情况以及营改增时间表 

分类 项目 具体项目 营改增前营业税税率 营改增时间 营改增后增值税税率 

资产类 

无形资产转让 
转让土地使用权和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 

5% 
- - 

转让商标和著作权等 2012.1.1 6% 

不动产转让 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 5% 2015 11% 

货物销售、进口 货物销售、进口【原增值税范围】 - - 17% 

劳务类 

加工、修理修配 加工、修理修配【原增值税范围】 - - 17% 

交通运输业 陆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 3% 
2012.1.1 

2014.1.1 
11% 

邮政服务业 邮政普通服务、邮政特殊服务、其他邮政服务 3% 2014.1.1 11% 

邮电通信业 
基础电信服务 

3% 
2014.6.1 11% 

增值电信服务 2014.6.1 6% 

文化体育业 

表演、经营游览场所、培训、举办文学艺术科技讲座、图书

馆的图书和资料借阅等业务 3% 
2015 6% 

播映服务 2012.1.1 6% 

建筑业 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其他工程作业 3% 2015 11% 

金融保险业 

贷款、不动产的融资租赁、金融商品转让、金融经纪、邮政

储蓄等 5% 
2015 6% 

有形动产的融资租赁 2012.1.1 6% 

服务业 

代理业（部分）、旅店业、饮食业、旅游业、租赁业、其他

服务业（部分） 

5% 

2015 6% 

仓储、广告、代理业（部分）、其他服务业（部分） 2012.1.1 6% 

有形动产经营性租赁 2012.1.1 17% 

娱乐业 娱乐业 5%-20% - -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备注：红色字体表示预计营改增时间以及营改增后预计税率 

 

营改增对已试点行业的影响 

 

国家实施营改增的目的在于消除重复征税，完善增值税链条，而从已试点行业

情况来看，各行业虽有分化，但总体减税效果明显：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各年度的税

务报告数据，从 2012 年到 2015 年上半年三年半的时间累计实现减税 4848 亿元，

其中 2012 年，包括上海在内的 9 个试点地区营改增共减税约 420 亿元；2013 年全

年营改增减税 1402 亿元，包括试点纳税人因税制转换减税 600 亿元，非试点纳税

人因增加抵扣减税 802 亿元；2014 年全年有超过 95%的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实现税

负不同程度的下降，减税 898 亿元，原增值税纳税人因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减税 1020

亿元，合计实现减税 1918 亿元；而 2015 年上半年，营改增减税 1102 亿元，其中

试点纳税人直接减税 600 亿元，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增加抵扣减税 502 亿元。 

而具体到各个试点行业来看，2014 年纳入试点的铁路运输、邮政和电信业，分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6 / 27 

行业深度|房地产 

别有 1477 户、4698 户、20658 户纳税人，其中，铁路运输、邮政业分别实现改征

增值税 363 亿元、11 亿元，与缴纳营业税相比，分别减税 8 亿元、4 亿元；而电信

业 6 月至 12 月实现改征增值税 294 亿元，与缴纳营业税相比，增税 64 亿元，但为

下游一般纳税人增加了税款抵扣。 

 

图2：2012年以来营改增减税情况  图3：2014年试点行业营改增前后税负及变化表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 

 

房地产所处的增值税链条梳理 

 

按照计划，不动产的有偿转让将会在2015年下半年完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房

地产企业也将纳入增值税链条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从税负以及经营业

绩两个方面分析营改增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影响。但由于在分析过程中，涉及房地产

企业在上游环节的增值税进项抵扣，因此，为了便于分析，在此之前，我们先对整

个不动产销售中的增值税链条尤其是上一环节的增值税情况进行简单的梳理： 

房地产企业的上游主要有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让土地使用权，对房企形

成土地成本）、建筑安装公司（提供建筑安装服务，对房企形成建安成本）、建筑

安装材料供应商（提供建筑安装材料，对房企形成建安成本）、金融机构（提供贷

款，对房企形成资本化利息成本）以及咨询公司、开发设计服务公司等。 

其中，建安公司与金融机构将在今年纳入营改增试点，预计营改增后，建安公

司与金融机构将分别按照11%、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建安材料供应商原本就是增

值税的纳税人，根据增值税优惠政策，按照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咨询公司与开

发设计服务公司从2012年起试点营改增，按照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而对于房企购置土地这一环节中，由于土地出让金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无

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土地成本无法进行增值税进项抵扣。但考虑到不显著

增加企业税负的营改增总体指导方针，国税总局出台相关特别政策允许房企土地成

本进行进项抵扣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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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分析营改增对于房企影响的关键因素在于土地成本是否

能够进行进项抵扣，为此我们在下面分析的过程中针对土地成本是否抵扣进行了分

大类讨论。 

  此外，为了更为清楚的分析营改增对于房企经营业绩的影响，我们分别对房

企的收入、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最后对房企的经营

业绩进行了测算分析。 

 

图4：房地产企业所处的增值税链条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备注：下面数字代表其缴纳的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营改增对收入的影响 

 

增值税是价外税，在收入以外单独核算，具体数值为（收入*增值税税率）。营

改增后对于房企收入的影响，关键在于房企向下游购房者转嫁增值税的能力。我们

分析两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假设房企能够将增值税完全转嫁给购房者，则营

改增对于房企收入没有影响；第二种情况假设房企不把增值税转嫁给购房者即增值

税负担完全由企业自己消化，则这种情况下营改增的收入变为： 

营改增后收入=营改增前收入/（1+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销项税=营改增后收入*增值税税率 

我们认为由于房企下游购房者大多数均为个人购房者，一般不具备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格，因此如果房企将增值税税款转嫁给购房者，会极大地增加购房者成本，

而在行业进入白银时代的背景下，购房者负担的明显增加会使得销售下滑，不利于

房企的销售回笼，因为，我们认为增值税完全转嫁给购房者的难度极大。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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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本篇的报告的分析中，我们假设营改增后增值税负担将由企业自己消化，营改

增之后收入相应变为： 

营改增后收入=营改增前收入/（1+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销项税=营改增后收入*增值税税率 

在增值税税率为11%的假设下： 

营改增后收入=90.09%*营改增前收入 

增值税-销项税=9.91%*营改增前收入 

（备注：本篇报告在分析过程中，为了便于测算，简化地认为房企完全自己消

化增值税税负，并不转嫁给购房者。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房企可以将部分增值税转化为购房成本，部分由自己消化负担） 

 

图5：营改增对房企收入的影响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营改增对成本的影响 

 

房地产企业成本主要由土地成本、建安成本以及资本化利息成本构成，其中土

地成本以及建安成本是最主要的构成，而资本化利息成本占比较低并且因各大房企

的资金成本以及项目开发周期而变化，因此，为了简化分析，本篇报告主要分析营

改增对于土地成本以及建安成本的影响。 

 

 对于土地成本的影响 

 

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土地成本能否进行抵扣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其也成为

影响房企税负以及经营业绩的关键因素，为此我们针对土地成本是否能够进行抵扣

分别做了假设分析，假设土地抵扣税率为变量t，则： 

（1）当土地成本无法进行抵扣时，即t=0%时，营改增前后土地成本不变； 

（2）当土地成本能够进行抵扣，并且抵扣税率为11%时，即t=11%时，营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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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成本变为： 

营改增后土地成本=营改增前土地成本/（1+t） 

=营改增前土地成本/（1+11%） 

              =90.09%*营改增前土地成本； 

增值税-进项税=营改增后土地成本*t=9.91%*营改增前土地成本； 

（3）同理，当土地成本能够进行抵扣，并且抵扣税率为17%时，即t=17%时，

营改增后土地成本变为： 

营改增后土地成本=营改增前土地成本/（1+t） 

=营改增前土地成本/（1+17%） 

              =85.47%*营改增前土地成本； 

增值税-进项税=营改增后土地成本*t=14.53%*营改增前土地成本。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发现，当土地成本可以进行抵扣，并且抵扣税率越大，土

地成本下降越大，对于房地产企业越有利。 

 

图6：营改增对土地成本的影响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对于建安成本的影响 

 

对于建安成本而言，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种情况，房企自己进行建筑安装，这种情况下，建筑安装的人工成本（占

整个建安成本15%左右）与材料成本（占整个建安成本85%左右）将由房企直接承

担。营改增之后，由于人工成本不能获取增值税发票，因此不能进项抵扣，而材料

成本可以获取专用发票实现进项抵扣，并且根据财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

定按照3%简易征收率进行相应抵扣。因此，营改增后，建安成本变为： 

营改增后建安成本=15%*营改增前建安成本+85%*营改增前建安成本/（1+3%） 

                =97.52%*营改增前建安成本； 

增值税-进项税=营改增后建安成本*3%=2.48%*营改增前建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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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发现，房企在自己进行建筑安装时，营改增之后，有2.48%的建

安成本转出到进项税中，建安成本也会下降相应的比例即下降2.48%。 

 

图7：房企自行建筑安装时，营改增对建安成本的影响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第二种情况，房企以工程总包的方式将整个建筑安装外包给上游建筑商，由于

建筑业本次将于房地产行业一起实施营改增，并且大概率执行11%的税率。因此，

这种情况下，上游建筑商转嫁税负的能力成为影响房企建安成本的关键，我们还是

分两种极端情况来讨论： 

（1） 如果上游建筑商将增值税完全转嫁给房企，这种情况下，营改增前后建

安成本保持不变，即： 

营改增后建安成本=营改增前建安成本； 

增值税-进项税=11%*营改增前建安成本。 

（2） 如果上游建筑商将增值税完全由自己消化承担，不转嫁给房企，这种情

况下，营改增后建安成本为： 

营改增后建安成本=营改增前建安成本/（1+11%） 

                =90.09%*营改增前建安成本； 

增值税-销项税=9.91%*营改增前建安成本。 

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上游建筑商不降税负转嫁给房企，那么营改增后

建安成本下降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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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房企建筑安装外包时，营改增对建安成本的影响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营改增对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影响 

 

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在营改增前后的计算有本质的变化：在营改增前，营业税

金及附加项目包含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其中，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以

营业税额为基础，乘以相应的比例税率计算得出；而营改增后，营业税金及附加项

目包含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不包含已取消的营业税，也不包含改征的增值税，

增值税的核算只在资产负债表内部进行，不涉及损益，而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仍然

存在，以增值税额为基础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营改增前：营业税金及附加 = 营改增前收入 × 营业税税率 × （1 + 城建税及

教育费附加税率） 

营改增后：营业税金及附加 = 增值税额 ×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税率 

其中 ：增值税额 = 增值税销项税 – 增值税进项税 

 

营改增对税负和经营业绩影响的测算 

 

在分别分析了营改增对收入、成本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影响后，最后我们分

析下营改增对利润以及所缴纳的税负的影响。我们以利润表为基础，建立模型对营

改增产生的利润影响与税负影响进行测算。在我们的测算模型中，定义了以下参数

变量（见表2）。 

此外，在测算的过程中，我们按照土地成本是否能够进项抵扣两大类分类讨论

（即整体按照t=0%和11%两大类分类讨论），并且在每个大的分类下，再按照房企

是否将建筑安装打包给上游建筑商进行分小类讨论，具体的测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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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测算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参数变量 

项目 代码 释义&默认值 

毛利率 p 房企毛利率 

营业税税率 i 营改增前营业税税率，默认为 5%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税率 h 默认采用市区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附加 3%，共计 10% 

增值税税率 j 营改增后不动产有偿转让与建筑业增值税税率，默认 11% 

土地成本抵扣税率 t 土地成本在营改增后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税率 

材料成本抵扣税率 k 建安材料成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税率，默认 3% 

土地成本占营业成本比例 m 因房地产项目不同而变化 

建安成本占营业成本比例 n 因房地产项目不同而变化 

人工成本占建安成本比例 s 一般默认为 15% 

材料成本占建安成本比例 r 一般默认为 85%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土地成本不可抵扣（即t=0%） 

 

（1）房企自行实施建筑安装 

 

在测算模型中由于涉及众多参数变量，为此，我们首先假设房企毛利率p=30%，

并且假设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60% 和 40% ，即

m=60%,n=40%，在这种假设下我们测算了营改增对房企税负和利润的影响。 

备注1：我们取p=30%，是根据2014年整个地产板块毛利率情况进行的假设，

而取m=60%,n=40%，是根据2014年房企在一线城市平均拿地成本及建安成本的占

比来进行假设； 

备注2：尽管我们在测算的过程中固定了p、m和n的数值，但我们同时针对p,m

做了二维的敏感性测算，进而保障了分析的全面性。  

具体的测算模型和结果参见表3： 

通过测算可以发现，在假设毛利率p=30%，并且假设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占总

成本的比例分别为60%和40%的情况下：营改增使得房企的利润下18.9%，而税负

增加84.3%。 

此外，在固定m=60%情况下，我们针对毛利率做了敏感性分析，发现在正常的

数值范围下，无论毛利率如何变化下，营改增后，房企的利润变化率始终为负，而

税负的变化率始终为正，即房企的利润始终下滑，而税负始终增加。 

更进一步地，当m取不同数值时（m=50%，40%，30%，20%）时，分别对毛

利率做了敏感性分析，发现在正常的数值范围内，无论m取何值，毛利率如何变化，

房企的利润率始终为负，税负的变化率始终为正，因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当土地成本不可以抵扣，并且房地产企业自行进行建筑安装时， 

（a）营改增后，无论土地成本占比以及毛利率如何变化，房地产利润均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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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税负会增加，即房企面临严重的减利风险与加税风险； 

（b）并且土地成本占比越高，毛利率越低，利润降幅越大； 

（c）而对于税负而言，土地成本占比越高，毛利率越大，税负增幅越大。 

 

表3：房企自行实施建筑安装时，营改增前后房企利润变化率及税负变化率测算模型（t=0） 

自行实施建筑安装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项目 代码 公式 值 代码 公式 值 

营业收入 a    a' =a/(1+j) =a/(1+11%)=0.901a 

营业成本 b =a*(1-p) =a*(1-30%)=0.7a b' =b1'+b2' =0.42a+0.273a=0.693a 

其中： 土地成本 b1 =b*m =0.7a*60%=0.42a   b1' =b1/(1+t) =0.42a/(1+0%)=0.42a 

       建安成本 b2 =b*n =0.7a*40%=0.28a   b2' = b21'+ b22' =b21'+b22'=0.042a+0.231a=0.273a 

      人工成本 b21 =b2*s =0.28a*15%=0.042a b21' = b21 =0.042a 

      材料成本 b22 =b2*r =0.28a*85%=0.238a b22' = b22/(1+k) =0.238a/(1+3%)=0.231a 

增值税 -  - - d' =d1'-d2' =0.099a-0.007a=0.092a 

  销项税 -  - - d1' =a'*j =0.901a*11%=0.099a 

  进项税 -  - - d2' =b1'*t+ b22'*k =0.42a*0%+0.231a*3%=0.007a 

营业税金及附加 c =a*i*(1+h) =a*5%*(1+10%)=0.055a c' =d'*h =0.092a*10%=0.009a 

利润总额 e =a-b-c =a-0.7a-0.055a=0.245a e' =a'-b'-c' =0.901a-0.693a-0.009a=0.199a 

所得税费用 f =e*25% =0.245a*25%=0.061a f' =e'*25% =0.199a*25%=0.050a 

净利润 g =e-f =0.245a-0.061a=0.184a g' =e'-f' =0.199a-0.050a=0.149a 

利润变化率 - - - x' =g'/g-1 =0.149a/0.184a-1=-18.9% 

税负变化率 - - - y' =d'/(a*i)-1 =0.092a/(a*5%)-1=84.3%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9：自行建筑安装，利润及税负变化率随毛利率变化曲线（t=0%,m=6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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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自行建筑安装，利润变化率趋势图（t=0%）  图11：自行建筑安装，税负变化率趋势图（t=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房企将建筑安装外包给上游建筑商 

 

在房企将建筑安装整体外包给上游建筑商时，由于建筑业同时实施营改增（税

率设为11%），因此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建筑商税负转嫁问题，我们分两小类进

行讨论： 

第一种情况，当上游建筑商将税负完全转嫁给房地产企业时，具体的测算如下： 

我们同样在假设p=30%,m=60%的情况下进行测算，发现：营改增同样使得房

企的利润下降20.8%，而税负增加36.6%。 

 

表4：房企将建筑安装外包给建筑商，营改增前后房企利润变化率及税负变化率测算模型（税负完全转嫁，t=0%） 

建筑安装外包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项目 代码 公式 值 代码 公式 值 

营业收入 a    a" =a/(1+j) =a/(1+11%)=0.901a 

营业成本 b =a*(1-p) =a*(1-30%)=0.7a b" =b1"+b2" =0.42a+0.28a=0.7a 

其中： 土地成本   b1 =b*m =0.7a*60%=0.42a   b1" =b1/(1+t) =0.42a/(1+0%)=0.42a 

       建安成本   b2 =b*n =0.7a*40%=0.28a   b2" =b2 =0.28a 

增值税 -  - - d" =d1"-d2" =0.099a-0.031a=0.068a 

  销项税 -  - - d1" =a"*j =0.901a*11%=0.099a 

  进项税 -  - - d2" =b1"*t+b2"*j =0.42a*0%+0.28a*11%=0.031a 

营业税金及附加 c =a*i*(1+h) =a*5%*(1+10%)=0.055a c" =d"*10% =0.068a*10%=0.007a 

利润总额 e =a-b-c =a-0.7a-0.055a=0.245a e" =a"-b"-c" =0.901a-0.7a-0.007a=0.194a 

所得税费用 f =e*25% =0.245a*25%=0.06125a f" =e"*25% =0.194a*25%=0.048a 

净利润 g =e-f =0.245a-0.06125a=0.18375a g" =e"-f" =0.194a-0.048a=0.146a 

利润变化率 - - - x" =g"/g-1 =0.146a/0.184a-1=-20.8% 

税负变化率 - - - y" =d"/(a*i)-1 =0.068a/(a*5%)-1=36.6%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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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固定m=60%的情况下，针对毛利率做了敏感性分析，发现在正常的数值

范围下，无论毛利率如何变化下，营改增后，房企的利润变化率也始终为负，而税

负的变化率也始终为正，即房企的利润始终下滑，而税负始终增加。 

更进一步地，当m取不同数值时（即m=50%，40%，30%，20%），分别对毛

利率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发现： 

对于利润变化情况而言， m在不同的取值下，营改增后利润均出现下滑，并

且毛利率越低，利润下降幅度越大； 

对于税负变化而言，当m=50%时，在正常的数值变化范围内，无论毛利率如

何变化，营改增后，房企的税负始终增加，并且毛利率越大，税负增幅越大；但是

当m=20%，30%，40%时，存在一个毛利率临界值，当毛利率小于临界值时，税负

减少，并且毛利率越低，税负降幅越大。 

 

图12：建筑商转嫁税负时，利润及税负变化率变化图（t=0%,m=6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13：建筑商转嫁税负，利润变化率情况（t=0%）  图14：建筑商转嫁税负，税负变化率情况（t=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综合上述测算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当土地成本不可抵扣时，并且房企将建筑安装打包给上游建筑商，同时建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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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于利润而言，无论土地成本占比如何，营改增后，房企的利润均会下滑，

并且低毛利项目，利润下降幅度更大，并且利润下降幅度也大于房企自行实施建筑

的情况； 

（b）但是对于税负而言，当土地成本占比比较大时，营改增会使得房企的税负

增加，并且毛利率越高，税负增加幅度越大；但是当土地成本占比比较小时，营改

增后，低毛利项目税负下降，并且毛利率越低，税负下降幅度越大。 

 

第二种情况下，当上游建筑商完全自己消化税负，不转嫁税负时，具体的测算

如下： 

我们依旧先在假设p=30%,m=60%的情况下进行测算，发现：营改增同样使得

房企的利润下降9.6%，而税负增加42.7%，但是利润下降幅度以及税负增加幅度均

小于房企自行实施建筑安装的情形。 

 

表5：房企将建筑安装外包给建筑商时，营改增前后房企利润变化率及税负变化率测算模型（税负不转嫁，t=0%） 

自行实施建筑安装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项目 代码 公式 值 代码 公式 值 

营业收入 a    a" =a/(1+j) =a/(1+11%)=0.901a 

营业成本 b =a*(1-p) =a*(1-30%)=0.7a b" =b1"+b2" =0.42a+0.252a=0.672a 

其中： 土地成本   b1 =b*m =0.7a*60%=0.42a   b1" =b1/(1+t) =0.42a/(1+0%)=0.42a 

       建安成本   b2 =b*n =0.7a*40%=0.28a   b2" =b2/(1+j) =0.28a/(1+11%)=0.252a 

增值税 -  - - d" =d1"-d2" =0.099a-0.028a=0.072a 

  销项税 -  - - d1" =a"*j =0.901a*11%=0.099a 

  进项税 -  - - d2" =b1"*t+b2"*j =0.42a*0%+0.252a*11%=0.028a 

营业税金及附加 c =a*i*(1+h) =a*5%*(1+10%)=0.055a c" =d"*10% =0.072a*10%=0.007a 

利润总额 e =a-b-c =a-0.7a-0.055a=0.245a e" =a"-b"-c" =0.901a-0.672a-0.007a=0.222a 

所得税费用 f =e*25% =0.245a*25%=0.061a f" =e"*25% =0.222a*25%=0.056a 

净利润 g =e-f =0.245a-0.061a=0.184a g" =e"-f" =0.222a-0.056a=0.166a 

利润变化率 - - - x" =g"/g-1 =0.166a/0.184a-1=-9.6% 

税负变化率 - - - y" =d"/(a*i)-1 =0.071a/(a*5%)-1=42.7%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同样地，在固定m=60%情况下，我们也针对毛利率做了敏感性分析，发现在正

常的数值范围下，无论毛利率如何变化，营改增后，房企的利润变化率也始终为负，

而税负的变化率始也终为正，即房企的利润始终下滑，而税负始终增加。 

更进一步地，当m取不同数值时（即m=50%，40%，30%，20%），分别对毛

利率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发现： 

当m=50%时，房企的利润变化率也一直为负，而税负的变化率也一直为正； 

但是当m=40%，30%以及20%时，分别存在一个毛利率的临界值（临界值分

别为17.5%、29.5%和37.9%、），当毛利率小于临界值时，营改增会使得利润增加，

同时税负降低，并且毛利率越低，利润增幅以及税负降幅均越大。因此，综合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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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当土地成本不可以抵扣，并且房企将建筑安装打包给上游建筑商，同时建筑商

不将税负转嫁给房企时： 

（a）当土地成本占比较高时（m=60%,50%），无论是高毛利还是低毛利项

目，营改增均会使得利润下降，税负增加，但是同等情况下利润下降以及税负增加

的情况要好于建筑商将税负完全转嫁给房企的情况； 

（b）当土地成本占比较低时（m=40%,30%,20%），相应地建安成本占比较

高时，低毛利反而会使得利润增加，税负减少，并且毛利率越低，利润增幅越大，

税负降幅也越大。 

 

图15：建筑商不转嫁税负时，利润及税负变化率变化图（t=0%,m=6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16：建筑商不转嫁税，利润变化率情况（t=0%）  图17：建筑商不转嫁税，税负变化率情况（t=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土地成本可按11%税率进行抵扣（t=11%） 

 

（1）.房企自行实施建筑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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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成本可以按照11%的税率进行进项抵扣，并且房企自行实施建筑安装时，

我们依旧在假设毛利率p=30%，土地成本占比m=60%的情况下进行测算，可以发现，

营改增同样使得房企的利润下降0.2%，而税负增加1.1%，但利润下降幅度以及税负

增加幅度远低于土地成本无法抵扣时的情形。 

 

表6：房企自行实施建筑安装时，营改增前后房企利润变化率及税负变化率测算模型（t=11%） 

建筑安装自担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项目 代码 公式 值 代码 公式 值 

营业收入 a    a' =a/(1+j) =a/(1+11%)=0.901a 

营业成本 b =a*(1-p) =a*(1-30%)=0.7a b' =b1'+b2' =0.378a+0.273a=0.651a 

其中： 土地成本 b1 =b*m =0.7a*60%=0.42a   b1' =b1/(1+t) =0.42a/(1+11%)=0.378a 

       建安成本 b2 =b*n =0.7a*40%=0.28a   b2' = b21'+ b22' =b21'+b22'=0.042a+0.231a=0.273a 

      人工成本 b21 =b2*s =0.28a*15%=0.042a b21' = b21 =0.042a 

      材料成本 b22 =b2*r =0.28a*85%=0.238a b22' = b22/(1+k) =0.238a/(1+3%)=0.231a 

增值税 -  - - d' =d1'-d2' =0.099a-0.007a=0.092a 

  销项税 -  - - d1' =a'*j =0.901a*11%=0.099a 

  进项税 -  - - d2' =b1'*t+ b22'*k =0.378a*11%+0.231a*3%=0.048a 

营业税金及附加 c =a*i*(1+h) =a*5%*(1+10%)=0.055a c' =d'*h =0.051a*10%=0.005a 

利润总额 e =a-b-c =a-0.7a-0.055a=0.245a e' =a'-b'-c' =0.901a-0.651a-0.005a=0.244a 

所得税费用 f =e*25% =0.245a*25%=0.061a f' =e'*25% =0.244a*25%=0.061a 

净利润 g =e-f =0.245a-0.061a=0.184a g' =e'-f' =0.244a-0.061a=0.183a 

利润变化率 - - - x' =g'/g-1 =0.183a/0.184a-1=-0.2% 

税负变化率 - - - y' =d'/(a*i)-1 =0.051a/(a*5%)-1=1.1%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我们依旧在m取不同数值时（即m=60%，50%，40%，30%，20%），分别对

毛利率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发现： 

当m=20%，30%，40%时，在正常数值范围内，无论毛利率如何变化，房企

的利润变化率一直为负，而税负的变化率也一直为正，即利润始终下滑，而税负始

终增加。 

但是当m=50%、60%时，也分别存在一个毛利率的临界值（临界值分别为20.6%、

和29.2%），当毛利率小于临界值时，营改增会使得利润增加，同时税负降低，并

且毛利率越低，利润增幅以及税负降幅均越大。因此，综合测算数据我们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 

当土地成本可以按照11%的税率进项抵扣，并且房企自行实施建筑安装时： 

（a）当土地成本占比较低时（m=20%,30%，40%），无论是高毛利还是低

毛利项目，营改增均会使得利润下降，税负增加，但是同等情况下利润下降以及税

负增加的情况要远好于土地成本无法抵扣的情况； 

（b）当土地成本占比较高时（m=50%，60%），低毛利反而会使得利润增加，

税负减少，并且毛利率越低，利润增幅越大，税负降幅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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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自行建筑安装，利润及税负变化率变化情况（t=11%,m=6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19：自行建筑安装，利润变化率情况（t=11%）  图20：自行建筑安装，税负变化率情况（t=11%）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房企将建筑安装外包给上游建筑商 

 

当土地成本可以按照11%的税率进行进项抵扣，并且房企将建筑安装外包给上

游建筑商时，我们依旧分两类极端情况来讨论： 

第一种情况，上游建筑商完全将税负转嫁给房企时，我们的测算过程和前面的

模型类似： 

首先，在p=30%,m=60%情况下，营改增使得房企利润下降2.1%，但同时也使

得税负下降46.6% 。 

此后，我们依旧在m取不同数值时（即m=60%，50%，40%，30%，20%），

分别对毛利率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发现： 

对于利润变化情况而言： 

当m=60%，存在毛利率临界值，当毛利率小于临界值时，利润增加，并且毛

利率越小，利润增加幅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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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m=50%,40%，30%和20%时，在正常数值范围内，无论毛利率如何变

化，利润始终下滑。 

对于税负而言，无论m取何值（60%，50%，40%，30%，20%），均存在一

个毛利率临界值（均在50%左右），当毛利率小于临界值时，税负下降，并且毛利

率越小，税负下降幅度越大。 

综合测试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当土地成本可以按照11%的税率进项抵扣，并且房企将建筑安装打包给上游建

筑商，同时建筑商将税负完全转嫁给房企时： 

（a）对于税负而言，一般情况下，营改增会使得房企税负下降，并且毛利率越

低，下降幅度越大； 

（b）但是对于利润而言，当土地成本占比较大时，低毛利率才会使得房企利润

增加；但是当土地成本占比较低时，无论是高毛利还是低毛利项目，营改增均会使

得利润下降，但是同等情况下利润下降的情况要依旧远好于土地成本无法抵扣的情

况。 

 

图21：建筑商转嫁税负时，利润及税负变化率变化图（t=11%,m=60%）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22：建筑商转嫁税，利润变化率情况（t=11%）  图23：建筑商转嫁税，税负变化率情况（t=11%）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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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房企将建筑安装外包给建筑商，营改增前后利润变化率及税负变化率测算模型（税负完全转嫁，t=11%） 

建筑安装外包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项目 代码 公式 值 代码 公式 值 

营业收入 a    a" =a/(1+j) =a/(1+11%)=0.901a 

营业成本 b =a*(1-p) =a*(1-30%)=0.7a b" =b1"+b2" =0.378a+0.28a=0.658a 

其中： 土地成本   b1 =b*m =0.7a*60%=0.42a   b1" =b1/(1+t) =0.42a/(1+11%)=0.378a 

       建安成本   b2 =b*n =0.7a*40%=0.28a   b2" =b2 =0.28a 

增值税 -  - - d" =d1"-d2" =0.099a-0.072a=0.027a 

  销项税 -  - - d1" =a"*j =0.901a*11%=0.099a 

  进项税 -  - - d2" =b1"*t+b2"*j =0.378a*11%+0.28a*11%=0.072a 

营业税金及附加 c =a*i*(1+h) =a*5%*(1+10%)=0.055a c" =d"*10% =0.027a*10%=0.003a 

利润总额 e =a-b-c =a-0.7a-0.055a=0.245a e" =a"-b"-c" =0.901a-0.658a-0.003a=0.24a 

所得税费用 f =e*25% =0.245a*25%=0.06125a f" =e"*25% =0.24a*25%=0.06a 

净利润 g =e-f =0.245a-0.06125a=0.18375a g" =e"-f" =0.24a-0.06a=0.18a 

利润变化率 - - - x" =g"/g-1 =0.18a/0.184a-1=-2.1% 

税负变化率 - - - y" =d"/(a*i)-1 =0.027a/(a*5%)-1=-46.6%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第二种情况下，当上游建筑商完全自己消化税负，不转嫁税负时，具体的测算

过程相类似：首先，在p=30%,m=60%情况下，营改增使得房企利润增厚9.1%，但

同时也使得税负下降40.5%。 

 

表8：房企将建筑安装外包给建筑商时，营改增前后利润变化率及税负变化率测算模型（税负不转嫁，t=11%） 

建筑安装外包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项目 代码 公式 值 代码 公式 值 

营业收入 a    a" =a/(1+j) =a/(1+11%)=0.901a 

营业成本 b =a*(1-p) =a*(1-30%)=0.7a b" =b1"+b2" =0.378a+0.252a=0.631a 

其中： 土地成本   b1 =b*m =0.7a*60%=0.42a   b1" =b1/(1+t) =0.42a/(1+11%)=0.378a 

       建安成本   b2 =b*n =0.7a*40%=0.28a   b2" =b2/(1+j) =0.28a/(1+11%)=0.252a 

增值税 -  - - d" =d1"-d2" =0.099a-0.069a=0.03a 

  销项税 -  - - d1" =a"*j =0.901a*11%=0.099a 

  进项税 -  - - d2" =b1"*t+b2"*j =0.378a*11%+0.252a*11%=0.069a 

营业税金及附加 c =a*i*(1+h) =a*5%*(1+10%)=0.055a c" =d"*10% =0.03a*10%=0.003a 

利润总额 e =a-b-c =a-0.7a-0.055a=0.245a e" =a"-b"-c" =0.901a-0.631a-0.003a=0.267a 

所得税费用 f =e*25% =0.245a*25%=0.061a f" =e"*25% =0.267a*25%=0.067a 

净利润 g =e-f =0.245a-0.061a=0.184a g" =e"-f" =0.267a-0.067a=0.2a 

利润变化率 - - - x" =g"/g-1 =0.2a/0.184a-1=9.1% 

税负变化率 - - - y" =d"/(a*i)-1 =0.03a/(a*5%)-1=-40.5%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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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m取不同数值时（即m=60%，50%，40%，30%，20%），分别对

毛利率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发现： 

无论m取何值，利润和税负随毛利率的变化值均相同，并且存在一个毛利率的

临界值（50.3%），当毛利率低于临界值时，利润增加，税负减少，并且毛利率越

低，利润增加幅度以及税负减少幅度越大。 

综合上述测算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当土地成本可以按照11%的税率进项抵扣，并且房企将建筑安装打包给上游建

筑商，同时建筑商不转嫁税负时： 

无论房企的土地成本与建安成本的占比如何，当毛利率低于50.3%时，营改后

会增厚房企的利润，同时降低房企税负，并且毛利率越低，利润增加幅度以及税负

下降幅度越大。 

 

图24：建筑商不转嫁税负时，利润及税负变化率变化图（t=11%,m任意值）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基于测算模型的结论 

 

前面我们基于房企土地成本是否可以抵扣，将整个测算模型分成两大类，同时

在每个大类下，又按照房企是否将建筑安装打包给上游建筑上以及上游建筑商是否

将税负转嫁给房企拆分成3三种情况，针对每种情况均作了模型测算，一些测算结果

整理如下： 

（备注：我们在测算的过程中，在假设土地成本可以抵扣的情况下，是按照11%

的税率进行进项抵扣，为了分析的更加全面性，我们还针对土地成本按照17%税率

抵扣的情况做了模型测算，具体的测算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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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测算结果整理一：当毛利率p=30%时，不同土地成本占比m值所对应的利润变化率、税负变化率 

在 p=30%时 

土地成本不能抵扣（t=0%） 土地成本可按 11%税率抵扣（t=11%） 土地成本可按 17%税率抵扣（t=17%）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利
润
变
化
率 

m=20% -15.8% -19.5% 2.9% -9.6% -13.3% 9.1% -6.7% -10.4% 12.0% 

m=30% -16.6% -19.8% -0.2% -7.3% -10.5% 9.1% -2.9% -6.1% 13.5% 

m=40% -17.4% -20.2% -3.4% -4.9% -7.7% 9.1% 0.9% -1.9% 14.9% 

m=50% -18.2% -20.5% -6.5% -2.6% -4.9% 9.1% 4.7% 2.4% 16.4% 

m=60% -18.9% -20.8% -9.6% -0.2% -2.1% 9.1% 8.5% 6.6% 17.8% 

税
负
变
化
率 

m=20% 70.5% -25.0% -12.8% 42.7% -52.7% -40.5% 29.8% -65.7% -53.5% 

m=30% 73.9% -9.6% 1.1% 32.3% -51.2% -40.5% 12.9% -70.6% -59.9% 

m=40% 77.4% 5.8% 15.0% 21.9% -49.7% -40.5% -4.0% -75.6% -66.4% 

m=50% 80.9% 21.2% 28.8% 11.5% -48.2% -40.5% -20.8% -80.5% -72.9% 

m=60% 84.3% 36.6% 42.7% 1.1% -46.6% -40.5% -37.7% -85.5% -79.3%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10：测算结果整理二：当土地成本占比m=60%时，不同毛利率p值所对应的利润变化率、税负变化率 

在 m=60%时 

土地成本不能抵扣（t=0%） 土地成本可按 11%税率抵扣（t=11%） 土地成本可按 17%税率抵扣（t=17%）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利
润
变
化
率 

p=20% -31.2% -34.8% -13.2% 4.8% 1.3% 22.9% 21.7% 18.1% 39.7% 

p=30% -18.9% -20.8% -9.6% -0.2% -2.1% 9.1% 8.5% 6.6% 17.8% 

p=40% -13.8% -14.9% -8.1% -2.4% -3.5% 3.3% 2.9% 1.8% 8.6% 

p=50% -10.9% -11.6% -7.2% -3.6% -4.3% 0.1% -0.1% -0.9% 3.5% 

p=60% -9.1% -9.6% -6.7% -4.3% -4.8% -1.9% -2.1% -2.5% 0.3% 

税
负
变
化
率 

p=20% 82.4% 27.8% 34.8% -12.8% -67.3% -60.4% -57.1% -100.0% -100.0% 

p=30% 84.3% 36.6% 42.7% 1.1% -46.6% -40.5% -37.7% -85.5% -79.3% 

p=40% 86.3% 45.4% 50.6% 15.0% -26.0% -20.7% -18.3% -59.2% -54.0% 

p=50% 88.3% 54.2% 58.6% 28.8% -5.3% -0.9% 1.1% -33.0% -28.6% 

p=60% 90.3% 63.0% 66.5% 42.7% 15.4% 18.9% 20.5% -6.7% -3.3%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备注：若营改增后的增值税销项税小于进项税，即不需要缴纳增值税，本表按照-100%处理 

 

表11：测算结果整理三：利润变化率、税负变化率为零时，不同m值所对应的p值（即毛利率的临界值） 

毛利率临界点 

土地成本不能抵扣（t=0%） 土地成本可按 11%税率抵扣（t=11%） 土地成本可按 17%税率抵扣（t=17%）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建筑安装自

己承担 

建筑安装外

包（全转嫁） 

建筑安装外

包（不转嫁） 

利
润
不
变
化 

m=20% 无解 无解 37.9% 无解 无解 50.3% 无解 无解 54.7% 

m=30% 无解 无解 29.5% 无解 无解 50.3% 19.3% 无解 56.5% 

m=40% 无解 无解 17.5% 9.9% 23.5% 50.3% 32.6% 无解 58.2% 

m=50% 无解 无解 无解 20.6% 36.8% 50.3% 42.0% 10.1%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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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0% 无解 无解 无解 29.2% 46.2% 50.3% 49.3% 22.5% 61.3% 

税
负
不
变
化 

m=20% 无解 44.2% 37.9% 无解 58.1% 50.3% 无解 54.5% 54.7% 

m=30% 无解 36.2% 29.5% 无解 59.3% 50.3% 19.3% 54.0% 56.5% 

m=40% 无解 25.6% 17.5% 9.9% 60.4% 50.3% 32.6% 53.6% 58.2% 

m=50% 无解 10.7% 无解 20.6% 61.5% 50.3% 42.0% 53.0% 59.8% 

m=60% 无解 无解 无解 29.2% 62.6% 50.3% 49.3% 52.5% 61.3%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在整个的测算模型中，可以发现营改增对房企经营业绩影响的关键因素在于土

地成本是否抵扣，通过我们的测算我们可以发现： 

（1） 如果土地成本不可抵扣，则会使得房企利润下滑，并且毛利率越低、土

地成本占比越大的房企，利润下降幅度更大。（这种情况下，聚焦于三

四线城市的房企由于土地成本占比较低，利润下降幅度反而较小） 

（2） 如果土地成本可以进项抵扣，并且可抵扣的税率越大，对房企经营业绩

的影响越有利，同时毛利率越低、土地成本占比越大的房企利润增厚幅

度越大（这种情况下，聚焦于一线城市的房企由于土地成本占比较高，

营改增后对经营业绩反而有利）。 

（备注：在土地成本可抵扣税率为11%且建安成本外包且上游供应商不转嫁的

情况下，土地成本占比不对利润产生影响，除这种情况以外，土地成本占比越

大，对房企利润增厚幅度越大） 

此外，营改增对于房企经营业绩影响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还在于房企是否将建筑

安装外包给第三方建筑商以及上游建筑商的税负转嫁能力，我们通过测算可以发现： 

（3） 如果上游建筑商税负转嫁能力较弱，则房企将建筑安装外包给建筑商，

对房企经营业绩越有利。 

（4） 如果上游建筑商税负转嫁能力较强，则房企自己延伸产业链，自行实施

建筑安装，对经营业绩更有利。 

 

营改增对房企经营业绩的其他影响因素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营改增对房企经营业绩影响的关键因素在于土地成本是

否抵扣以及上游建筑商的税负转嫁能力，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

影响因素： 

 

1.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能够取得 

 

增值税实施以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取得与进项税的抵扣一直是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所面临的问题，如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增值税商品或劳务的时候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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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增值税将无法从成本中转出，同时企业将面临更高的税负，因此营改增后，房

地产企业能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会成为影响房企经营业绩的一大因素。 

 

2.历史成本是否可以抵扣 

 

企业的运作有周期性，支付成本与取得收入之间存在时间差，对房地产企业更

是如此，从拿地、支付建安成本到取得收入存在很大的时间差。这样在营改增初期，

取得的收入按照营改增的规定改征增值税，但收入所对应的成本发生时企业并非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因此对应的这部分历史成本是否能够作为进项税抵扣，也成为影

响房企经营业绩的一个因素。 

 

房地产企业面对营改增可采取的措施 

 

在不动产有偿转让实施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需采取措施控制风险，或利用增

值税可抵扣的制度在合法的范围内采取对公司经营有利的举措，可以采取的主要措

施有： 

 

1.提高精装修比例 

 

对不动产进行精装修再进行出售，由于精装修后，可以抵扣的成本占比提升，

与营改增前相比，可降低税负，增加利润。当然，前提是精装修要能够带来足够的

毛利。 

此外，在精装修中，为不动产配置家具，将家具与不动产打包一起销售，使得

购置家具的成本在取得17%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同时，只需缴纳11%的增值税销

项税，是一个看得见的盈利渠道。 

 

2.提高议价能力，降低建筑商税负转嫁风险 

 

提高企业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供求地位，提高自身议价能力，可以减轻甚至避免

上游供应商税负转嫁的风险。在我们的测算模型中，已经指出上游建筑商税负转嫁

能力越弱，营改增对于房企越有利。当然，对于议价能力较弱的房企，在上游建筑

商完全转嫁税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延伸产业链，自行实施建筑安装也是应对营改

增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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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分拆 

 

若房地产企业存在业务金额较小的项目或业务，并符合税法规定的标准，可将

业务分拆，设立子公司，新设子公司申请成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

率征税，对于取得进项税抵扣较少的项目或业务，将是一个很好的避税方法。 

例如公司A同时拥有房地产业务与建筑安装业务，其中建筑安装业务的业务量小，

且能够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较小。因公司房地产业务量较大，公司不能按照

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进行简易征收，建筑安装业务将采用11%的增值税率，承担较

多税负。而如果将公司分拆，将建筑安装业务单独成立子公司，其也单独纳税，并

可享受小规模纳税人3%的征收率，从而降低税负。 

 

图25：业务分拆税收筹划方案图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4.加强管理，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尤其在上游供应商的管理上，争取对增值税业务取得所有

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经验来看，规模更大更正规的企业更有能力按规定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企业需要精选优质供应商，可在此环节减轻企业的增值税

税负。 

 

风险提示 

土地成本无法抵扣，建筑商转嫁税负能力较强，无法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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