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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营改增”对装配式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 

臧柏 白皓 张慧梅指导老师 

（江西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营改增”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建筑行业“营改增”

的改革，对建筑工程造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传统的造价方法需要随着政策的调整进行相应的改进。本文结合作者在工程造价领域进

行“营改增”改革的实际经验，深入浅出的论述了“营改增”对装配式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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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其产业链较长，涉

及行业多，同时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因此在我国减税降费改革

中是重点调整行业。实行“营改增”之前，建筑行业征收的是营业

税，营业税以全部的营业收入为征税额，经营成本、经营费用和税

金等均不能抵扣税额。而对于建筑行业上游产业，如水泥、钢材等

行业则征收增值税。因此，建筑企业所面临的情况是，在购买水泥、

钢材等原材料时已经承担了增值税，但是在企业本的产品或服务进

行销售的过程中还需缴纳营业税，原材料购买环节承担的增值税并

不能抵扣，这样一来，建筑行业就变相承担了上游行业转嫁过来的

增值税，形成了建筑行业重复纳税的问题，给企业造成了较大的税

收负担。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建筑行业被纳入“营改增”试点

行业，将原材料购买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使得建筑

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可以进行增值税的抵扣，消除了企业重复纳税

的情况，减轻了企业的负担[1]。 

装配式建设行业相对于传统建筑行业有许多不同点。装配式建

筑行业对于商品混凝土的需求量较少，但是对于各类建筑组件需求

量大，同时对于施工所需的各类模板、脚手架等辅助器材的需求量

也多余传统建筑行业，与之配套的运输，仓储等费用也高于传统建

筑行业。由于上述的一些生产成本与传统建筑行业有所不同，因此，

“营改增”改革对于装配式建筑行业的影响与传统建筑行业也不尽

相同。装配式建筑是我国大力扶持的一种建筑产业形势，但是目前

由于其正处在发展初期，其建设成本扔高于传统建筑行业，此外，

装配式建筑行业涉及的上下游行业更加广泛，各行业之间税负影响

不明确等问题都会对装配式建筑行业的“营改增”改革造成影响。 

一、实施“营改增”对于工程计价规则的影响 
在传统的营业税税收体系下，根据国家颁布的《建筑安装工程

费用项目组成》文件的规定，建筑安装工程的费用包括利税前费用、

利润和税金，其中利税前费用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费和机具

使用费，税金指的是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及地方

教育附加税等国家税法规定的应当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费

用。营业税体系下，建筑工程的安装造价可以表示为：建筑工程安

装造价=利税前费用+利润+应纳税额+附加税费。 

“营改增”后，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附加税费作为损益类

科目进行核算，计入企业的管理费用中。根据这种计算方式，建筑

安装行业工程造价可以表示为：建筑安装工程造价=进项业务价款+

利润+应纳税额+进项税额。在增值税的计算规则中，应纳税额=销

项税-进项税因此，上述公式可以推导为：建筑安装工程造价=进项

业务价款+利润+销项税额[2]。 

通过以上的公式推导可以发现，传统的营业税税制体系下的应

纳税额，通过“营改增”变为了增值税税制下的销项税额。营业税

制度下进行工程造价计算应包含进项税额价款，增值税制度下中的

费用项目去除进项税的价款计算。由此可以看出，“营改增”的核

心是价税分离。 

二、实行“营改增”后建筑造价分析 

根据相关国家规定，建筑行业实行“营改增”后，工程造价的

计算公式为：工程造价=税前工程造价*（1+建筑行业增值税率）。

我国现行税务制度规定，建筑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为 11%，若纳税人

为符合国家标准定义的小规模纳税人，则按照简易计税法征收 3%

的增值税。但是现实情况是，某些小微建筑构件生产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无法提供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采购方采购其产品后无

法进行增值税抵扣，造成了“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不降反升的情况，

使得国家的政策难以落地，无法达到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减税降

费的初衷。鉴于这种情况，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

将建筑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由 11%降低至 10%。在计算方法上，将税

前工程造价规定为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

和利润和规费之和，上述各类费用均以不包含增值税的可抵扣价格

进行计算。 

三、“营改增”对于装配式建筑造价的影响 
传统式建筑多位钢筋混凝土结构，将大量钢材和混凝土运抵现

场后在施工现场进行钢筋网轧制，随后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建筑

的主要成本来源于钢筋、混凝土、砂石等。装配式建筑大多由预制

构件组装而成，所需的原材料大多来自各地的预制件生产厂商，将

大量预制件运抵施工现场后进行组装作业，其主要成本来自于构件

费用，和构件运输费用。在实行“营改增”之前，装配式构件适用

于 17%的增值税税率，而混凝土，砂石等传统建筑行业常用的材料

适用于 6%的增值税率。这样一来，由于装配式建筑的施工特点，

必然导致 17%税率的材料被大量采购，而由于此时无法进行税收抵

扣，17%的税率远高于 6%的税率，因此在“营改增”之前，装配

式建筑的成本一般高于传统建筑。在进行“营改增”改革之后，建

筑原材料的增值税可以进行抵扣，这样一来，无论是以构件为主的

装配式建筑还是以水泥、砂石为主的传统建筑，在税负方面都能获

得一定程度的抵扣，但是由于装配式建筑采用的建筑构件的增值税

税率远高于传统建筑的材料，因此，装配式建筑的税负抵扣额度要

高于传统建筑，因此，有利于大大的降低装配式建筑的建设成本。

随着装配式建筑规模的扩大，在税负抵扣方面主键显现出规模效

应，因此，“营改增”对于装配式建筑的推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税收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营改增”对

于建筑行业特别是装配式建筑行业税收减免成效显著，极大的降低

了建筑企业的税收负担，达到了中央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初衷，

优化了我国的建筑行业营商环境，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建筑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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