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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购进或者销售货物以及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运输费用的，按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

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 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但在实务中，很多单位与购货方洽谈价格时，

销售价格中通常包括了销售方承担的运费，同时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给购货方，由于销售运费开具 17%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而购进的运费抵扣 7%的进项税金，所以购进与销售之间

的税率就会不一致。这种情况对销售方的税费缴纳、利润总额

都会产生影响，下文将就该情况进行分析。

一、税率差影响分析

为得到单位运费的影响数据，下面以运费为 1元来进行

计算分析，同时将增值税的附加税费率设定为 10%。

销售时，1元运费的无税收入为：1衣1.17=0.855（元）；销项

税额=1衣1.17伊0.17=0.145（元）。

购进时，1元运费的无税成本为：1伊0.93=0.93（元）；进项

税额=1伊0.07=0.07（元）。

1元运费上缴增值税=销项税额原进项税额=0.145-0.07=

0.075（元）

1元运费上缴增值税附加=0.075伊10%=0.007 5（元）

1 元运费合计上缴增值税及其附加=0.075+0.007 5=

0.082 5（元）

1元运费对利润总额的影响额=无税收入原1元运费的无

销货托运时运费部分进销税率

不一致的影响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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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销售方销售货物时，如将购进货物所承担的运费与该货物价款一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购货方，由于进销

税率不一致会对企业缴纳的税费及利润产生影响，本文对此种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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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以及房价上涨的局面短期仍然难以改变。因此，要调

控房地产市场，应有效发挥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力量。

4. 发挥税收调节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房地产税制政策

基本上不卖不税，不租不税，一旦租售，则是数税并课，造成房

地产保有环节税负轻而流转环节税负重的情形。重营业性房

屋、个人出租房屋征房产税；重营业交易税收调节，不对个人

非营业性住房征房产税，轻房产持有关系的调节。这种政策已

不能适应当前人们已购有较多较高价位的住宅，需要进行有

区别的财产占有关系的税收再分配调节，以满足缓和社会矛

盾的现实要求，通过税收调节供需关系及结构来促进房地产

市场持续健康的发展。

（1）合并税种，开征统一的不动产税。把房产税、城市房地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使用费四种税费，以及属于税收

性质的其他有关收费，合并为全国统一适用的不动产税。一是

扩大征税范围、确定征免对象。要转变目前房地产税收重流转

轻持有的现状，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扩大不动产税的

征收范围，取消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减免税和优惠。二是取消现

行个人所有非营业性住房免税规定。可以把征收范围扩大到

非普通住宅，特别是超级豪宅、别墅，优化房屋的供给结构。三

是征收不动产税，以利于地方因地制宜随机处理问题，为繁荣

地区经济、增加税收创造条件，逐步把不动产税培育成县市级

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2）开征不动产闲置税。当前，我国房屋资源闲置浪费比

较严重，存在着大量已购而不用的情况。为制止一些人做享房

地产自然增值带来的收益，打击囤积投机，制止非理性投资和

资源浪费，提高土地房屋的利用率，优化稀有资源配置，防范

金融风险，需要采取税收强制手段，开征不动产闲置税。或在

不动产税基本法中，区别不同情况，增列对闲置不动产加成、

加倍征收不动产税的具体规定。这样既可大大增加国家税收

收入，又可有效地遏制房地产投机，避免因房地产泡沫给国家

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

程度，为保证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防止泡沫破裂带来

严重后果，我们应尽快以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加以调控，以促使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税法.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10曰3

2.唐君.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

国商界袁2010曰6

3.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中国房地产市场监测

报告.中国房地产市场监测报袁2010曰12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 窑 援 中旬

税成本原1 元运费上缴增值税附加=0.855-0.93-

0.007 5=原0.082 5（元）

从上面的分析可发现，销售方将运费与货物价

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收入的增加同时会引起

利润的减少，并增加税费的缴纳。

二、改进方法

通过对运费的计算分析，可知以同样金额的运

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方每负担一元会多形成

0.082 5元的亏损，多缴纳税费 0.082 5元的增值税

及其附加。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以下三种解决办法：

1.提高售价。该办法的出发点在于消除 0.082 5

元的亏损，经计算知道，运费的售价至少达到 1.098 6

元才能消除亏损影响，计算如下：

销售时，1.098 6元运费的无税收入为：1.098 6衣

1.17=0.939（元）；销项税额=1.098 6衣1.17伊0.17=

0.159 6（元）。

购进时，1 元运费的无税成本为：1伊0.93=0.93

（元）；进项税额=1伊0.07=0.07（元）；上缴增值税=销

项税额原进项税额=0.159 6-0.07=0.089 6（元）；上缴

增值税附加=0.089 6伊10%=0.009（元）；合计上缴增

值税及其附加=0.089 6+0.009=0.009（元）；利润总额

的影响额=无税收入原1元运费的无税成本原1元运

费上缴增值税附加=0.939-0.93-0.009=0（元）。

从上述计算可知，销售方要想消除因税率差形

成的纳税影响，必须提高含税单价，每 1元运费的提

价增加比至少为 9.86%（低于此百分比亏损不会消

除，高于此百分比可增加利润），但是本办法同时也

会提高销售方缴纳的税费总额，在利润总额为 0的

情况下增值税及增值税附加增加比均为 19.47%。

2.代垫运费。销售运费由销售方代垫或由购货

方自行组织运输，采用此方法，购货方在对销售方产

品定价时，会从现行价格中剔除运费，从而降低定

价，销售方的收入也会下降，每减少 1元运费的计算

过程同现行执行法，销售方不承担运费后，收入下降

0.855元、成本减少 0.93元、上缴的增值税及附加减

少 0.082 5元，利润增加 0.082 5元。本办法能够完全

消除税率差对销售方的影响。

3.二票制结算。即产品价格与运费分别由销售

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运输发票。计算如下：

销售时，1元运费开具的运输发票收入为 1元；

上缴营业税=1伊3%=0.03（元）；营业税附加=0.03伊

10%=0.003（元）；销售合计上缴营业税及其附加=

0.03+0.003=0.033（元）。

购进时，1 元运费的无税成本为 1伊0.93=0.93

（元）；进项税额=1伊0.07=0.07（元）；1元运费上缴增

值税=销项税额原进项税额=0-0.07=原0.07（元）；1

元运费上缴增值税附加=原0.07伊10%=原0.007（元）；1

元运费合计上缴营业税及其附加、增值税及其附

加=0.033原0.07原0.007=原0.044（元）；1 元运费对利润总额的影响额=

运输收入原运输收入 1元上交营业税及其附加原1元运费的无税成本原

1元运费上缴增值税附加=1-0.033-0.93原0.007=0.03（元）。

此方法使用的前提是销售方有运输能力并且与销售产品的公司是

不同的纳税主体，否则，税务在认定纳税性质时会判定为混合销售，销

售方对运费也得缴纳营业税。

三、结论

除开一票制法，避免税率差的方法有三种：提高售价法、代垫运费

法、二票制法。这几种方法单位纳税影响比较见表 1，方法的比较排序

见表 2。

由分析计算可知二票制结算方法对销售方的收入不产生影响，

同时可减少纳税总额及增加利润总额，只是对销售方的要求较高，必

须具备运输能力、开具运输发票的资质并且是独立的纳税主体。

四、纳税筹划举例

例：A企业销售货物时发生的运费总额为 500万元，则减少企业的

利润总额为：500伊（-0.082 5）=原41.25（万元），增加缴纳的税费总额为

500伊0.082 5=41.25（万元）。

A企业如为了实现在运费的周转上不出现亏损，决定采用提高售

价法，则 A企业因提价会增加的收入总额为：500伊0.855伊9.86%=42（万

元），增加缴纳的税费总额为：500伊0.082 5伊19.47%=8.03（万元）。

A企业如具备运输能力且有与销售商品分开的独立的纳税主体，

则可采用二票制法与购货方进行结算。

主要参考文献

国务院.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号袁2008-11-05

单位开票收入
（或营业收入）

单位无税收入额

销项税额

营业税

承担运费成本

进项税额

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附加

营业税附加

利润总额

上缴税费总额

1.000 0

0.855 0

0.145 0

-

0.930 0

0.070 0

0.075 0

0.007 5

-

-0.082 5

0.082 5

一票制
（现行）

1.098 6

0.939 0

0.159 6

-

0.930 0

0.070 0

0.089 6

0.009 0

-0.007 0

0.000 0

0.098 6

单位
金额

9.86%

9.82%

10.07%

-

0.00%

0.00%

19.47%

19.47%

-0.70%

-100.05%

19.47%

单位比例
（与一票
制比）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单位
金额

-100.00%

-100.00%

-100.00%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100.00%

-100.00%

单位比例
（与一票
制比）

1.000 0

1.000 0

-

0.030 0

0.930 0

0.070 0

-0.070 0

-0.007 0

0.003 0

0.030 0

-0.044 0

单位
金额

0.00%

16.96%

-

-

0.00%

0.00%

-193.33%

-193.33%

-

-153.33%

-153.33%

单位比例
（与一票
制比）

提高售价法 代垫运费法 二票制法

方法

表 1 税率差形成的单位纳税影响比较

表 2 方法比较排序

方法

一票制法渊现行冤

提高售价法

代垫运费法

二票制法

收入
（从高到低）

3

2

4

1

纳税总额
（从低到高）

3

4

2

1

利润留成总额
（从高到低）

3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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