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7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ul.2014
第31卷 第4期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Vol.31 No.4

   DOI:10.11721/cqnuj20140434

“营改增”对旅行社利润影响的估算研究*

张 婷,张述林,高宏鑫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0047)

摘要:本文运用定量分析法研究“营改增”对旅行社利润的影响,测度“营改增”前后旅行社利润的变化。结果表明:①一般

规模纳税人的旅行社在交通运输成本占营业收入比例大于7.07%,且能够获得相应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条件下,
企业利润增加。②小规模纳税人的旅行社将预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控制在3.06%~41.8%的范围内,企业利润增

加。这不仅有利于旅行社企业更清晰地认识“营改增”对旅行社的利润影响,也为旅行社企业的财务管理更好地迎接“营
改增”全面改革提供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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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行结构性减税[1],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国家税务总局在2011年11月通过并颁发了《营业税改

增值税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营改增”)[2]。2012年1月1日,“营改增”率先在上海试点,紧随其后,北京、天津、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等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3]相继进行试点;2013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

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4];“营改增”所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

11%和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税率,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

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适用6%税率,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适用17%税率[5]。
尽管从目前来看,“营改增”政策包括的行业并没有包括旅行社乃至旅游业,但是不难预见,“营改增”将会迅

速在旅行社中开展。特别是在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家已明确提出努力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实

现“营改增”的改革[6]。因此,旅行社非常有必要提前熟悉和了解“营改增”对自身行业影响,特别是对自身利润

的影响,以更好地迎接“营改增”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然而,本人在论文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目前关于“营改增”对旅行社乃至旅游业利润影响的文章寥寥可数,大

部分关于“营改增”的论文主要围绕交通[7]、建筑[8]、物流[9]等行业。基于此背景,本文分析“营改增”对旅行社利

润的变化,从定量角度研究“营改增”对旅行社利润带来的影响,以便我国旅行社企业更清晰地认识“营改增”对
旅行社的利润影响,也为旅行社企业的财务管理更好地迎接“营改增”全面改革提供重要的依据。

1旅行社利润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旅行社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营业成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其中交通费、住房费、
餐饮费、问杂费和陪同费是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绝大多数旅行社的销售收入中,用
于支付各种成本和费用的开支往往占旅行社全部销售收入的80%~90%。也就是说,旅行社的绝大部分销售收

入都被成本所抵消[10]。
根据我国旅游统计年鉴和旅游报告的分析,我国旅行社利润空间小,利润率低。具体情况如下:
(1)营业成本占旅行社的营业收入比重高。据旅游统计年鉴等相关资料,2008—2012年我国旅行社的营业

收入分别是1662.88万元、1806.53万元、2649.01万元、2871.77万元、3374.75万元,而2008—2012年我国

旅行社的营业成本分别是:1547.58万元、1672.17万元、2393.69万元、2661.27万元、3141.51万元。经计

算,得出2008—2012年我国旅行社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分别是93.07%、92.56%、90.36%、92.67%、93.09%
(图1)。可见旅行社成本占营业收入比例过高,严重影响旅行社营业利润。

(2)旅行社营业税金及教育费附加占营业利润比例呈递增趋势。营业税金及附加是计算旅行社营业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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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之一。根据2008—2012年统计年鉴以及旅游公报,2008—2012年我国营业税金及附加分别是3.06万

元、5.13万元、12.77万元、13.06万元、14.71万元;而2008至2012年我国营业利润分别是:11.53万元、13.44
万元、32.34万元、22.11万元、24.58万元。经计算,2008—2012年我国营业税金及附加占营业利润比例分别是

26.54%、38.17%、39.48%、59.07%、59.85%(图2)。因此营业税金及附加占营业利润比例呈递增趋势进一步

减少了旅行社的利润空间。

   图1 2008—2012年旅行社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      图2 2008—2012年旅行社营业利润与营业税金及附加

  (3)旅行社净利润低,导致净利润率相当低。在2008—2012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反映旅行社净利润

分别是8.53万元、11.48万元、26.96万元、13.92万元、24.58万元。经分析,其对应的净利润率分别是0.51%、
0.64%、1%、0.4%、0.7%。可见旅行社行业净利润占旅行社营业收入比例相当低,从而表现出2008—2012年

的旅行社利润率在0.4%~1%区间浮动。
由上述可知,我国旅行社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例过高,税负成本呈递增趋势,从而导致营业利润空间小,

尤其是导致旅行社的净利润率低。因此,在我国旅行社利润空间小的背景下,研究“营改增”对旅行社利润的影

响是相当必要的。

2“营改增”对旅行社利润产生的影响

实行“营改增”之后,旅行社缴纳的税种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研究“营改增”对旅

行社利润的影响。
2.1对所得税前扣除额的影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旅行社缴纳的营业税在计算所得税之前可以扣除;实行“营改

增”后,旅行社缴纳的增值税属于价外税,是不在所得税法扣除范围的[11]。因此,这部分本属于旅行社扣除的税

金在计算所得税时,因为不能扣除,间接扩大所得税税基,直接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进而减少旅行社利润。
2.2对流转额的影响

旅行社在计算营业税时实行差额计算,即:旅行社部分成本是可以减去的;实行“营改增”之后,根据增值税

相关政策,旅行社成本只有满足进项税额抵扣的条件才允许抵扣[12]。但是由于旅行社有自身行业的特殊性,其
大部分成本是很难取得税务机关认可的增值税发票。这在一定程度增加旅行社税负,减少旅行社的利润。
2.3对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影响

旅行社缴纳的营业税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这直接影响旅行社的营业利润变化,而改为增值税后,对营业

利润是没有影响的,这就导致“营改增”后,旅行社营业利润增加,进而利润总额增加[13]。
2.4对营业收入确认的影响

根据旅行社实际经营情况,旅行社部分收入属于代收账款,在“营改增”后全部作为应税金额,不能实行抵

扣;在营业税计算中,进行差额抵扣,可以抵扣代收账款。这就容易导致旅行社税负增加、利润减少[14]。

3“营改增”对旅行社利润变化的定量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营改增”对旅行社利润的影响,本文从定量分析角度,估算“营改增”对旅行社利润的影响。
假设B旅行社在2011年营业收入为X(含税),其中X 中的代收账款为d(含税),2011年营业税适用率为5%,
营业成本中用于旅行社自身的交通运输成本为a(含税)(增值税率为11%),住房费、餐饮费等为b(含税),直接

人工等为c,假设交通运输成本能够获取的可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B旅行社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

与2011年相同,其他成本费用额均没有变化,城市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分别为7%、3%(下文简称城建税及附

加),企业所得税率为25%。
3.1“营改增”后B旅行社为一般规模纳税人

“营改增”后B旅行社为一般规模纳税人,则B旅行社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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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测算“营改增”对旅行社相关税费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以及实行“营改增”等相

关政策,计算出2011年、2012年B旅行社应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及附加(表1)。

表1 2011年、2012年B旅行社的营业税、增值税及附加税的比较

内容 行数 2011 2012
营业收入 1 X X/1.06=0.9434X
营业成本 2 a+b+c a/1.11+b+c=0.9009a+b+c

应交营业税 3 0.05X
销项税额 4 X/1.06*6%=0.566X
进项税额 5 a/1.11*11%=0.0991s

应交增值税 6 0.566X-0.0991a
增值税与营业税差额 7 0.0566X-0.0991a-0.05x

城建税及附加(7%+3%) 8 0.005X 0.0057X-0.0099a

2012、2011城建税及附加的差额 9 0.0057X-0.0099a-0.005X=0.0007X-0.0099a

分析表1中第7行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差额,计算得出:当a/X>0.0666时,2012年B旅行社缴纳的增值税

小于2011年缴纳的营业税,说明旅行社实行“营改增”之后,企业获利;当a/X<0.0666时,2012年B旅行社缴

纳的增值税大于2011年缴纳的营业税,说明B旅行社实行“营改增”之后,企业增加税收负担,企业利润受损;当
a/X=0.0666时,说明2012年B旅行社缴纳的增值税与2011年缴纳的营业税相等,“营改增”对B旅行社的税

负没有变化。
根据表1中第9行

2012年与2011年城建

税及附加的差额,计算

得出:当a/X>0.0707
时,2012年缴纳城建税

及附加少于2011年城

建税及附加,意味着 B
旅行社实行“营改增”后
获利;反之,当a/X>0.
0707时,2012年缴纳城

建税 及 附 加 多 余2011
年城建税及附加,意味

着旅行社“营改增”后损

失;当a/X>0.0707,2012年缴纳城建税及附加与2011年没有差别。
因此,B旅行社为了充分享受“营改增”带来的优惠,必须满足a/X>0.0707,才能使缴纳增值税、城建税及

附加少于“营改增”前的相应税负。这意味着,“营改增”对B旅行社来说,机遇与风险并存,需要结合自身企业经

营状况[15];要考虑交通成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例超过0.0707,才能享受到“营改增”带来的便利。

表2 2011年、2012年B旅行社利润、所得税比较

内容 行数 2011 2012

营业收入 1 X X/1.06=0.9434X

营业成本 2 a+b+c 0.9009a+b+c

应交营业税 3 0.05X

应交城建税及附加 4 0.005X 0.0057X-0.0099a

2011年、2012年利润差额 5=1-2-3-4
[0.9434X-(0.9009a+b+c)-(0.0057X-0.0099a)]-
[X-(a+b+c)-0.05X-0.005X]=0.109a-0.0073X

2011年、2012年所得税差额 6=5*25% (0.109a-0.0073X)*25%=0.0273a-0.0018X

2011年、2012年净利润差额 7=5-6 0.0817a-0.0055X

3.1.2测算“营改增”对旅行社的利润影响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计算出

2011年、2012年B旅行社的利润总额、所得税以及净利润(表2)。
分析表2第5行B旅行社2012年、2011年利润比较,计算得出:当a/X>0.0670时,2012年B旅行社的利

润比2011年大,旅行社实行“营改增”获利;反之,当a/X<0.0670时,2012年B旅行社的利润比2011年小,旅
行社“营改增”后损失;当a/X=0.0707,2012年B旅行社的利润与2011年没有差别。

分析表2第5行B旅行社2012年、2011年净利润比较,计算得出:当a/X>0.0673时,2012年B旅行社净

利润比2011年大,旅行社获利;反之,旅行社损失或者没有影响。因此,旅行社在a/X>0.0673时,“营改增”后
利大于弊,可以获利。

综上所述,在a/X>
0.0707时,B旅行社实

行“营改增”后的城建税

及附加等税负减少、企
业利润和净利润增加,
可以 获 利,利 大 于 弊。
旅行社能够获取的可抵

扣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交

通运输成本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必须大于0.070
7时,实行“营改增”且申

请成 为 一 般 规 模 纳 税

人,能够增加利润,享受“营改增”政策带来的优惠。
3.2“营改增”后旅行社为小规模纳税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国会计准则》以及实行“营改增”等相关政策,“营改增”后B为

小规模纳税人,意味着B的营业收入全部进入纳税范围,征收率为3%。经过计算,得出2011年、2012年B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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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应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及附加以及利润(表3)等。

表3 2011年、2012年B旅行社税负、利润比较

内容 行数 2011年 2012年

营业收入 1 X-d X/1.03=0.9190X
营业成本 2 a+b+c a+b+c

应交营业税 3 0.05(X-d)

应交增值税 4 X/1.03*3%=0.0291X
增值税与营业税差额 5 0.05d-0.0209X

城建税及附加 6 0.005(X-d) 0.0029X

2011年、2012年城建税及附加的差额 7 0.005d-0.0021X

2011年、2012年年利润差额 8=1-2-3-5 0.945d-0.0289X

2011年、2012年所得税差额 9=8*25% 0.2363d-0.0072X

2011年、2012年净利润差额 10=8-9 0.9214d-0.0217X

分析表3第5行旅行社增值税、营业税差额,计算得出:当d/X<0.418时,2012年B旅行社缴纳的增值税

小于2011年缴纳的营业税,说明旅行社预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小于0.418,旅行社实行“营改增”获利;反之,
旅行社实行“营改增”后损失或者没有变化。

分析表3中第7行旅行社2011年、2012年城建税及附加的差额,计算得出:当d/X<0.42时,2012年B旅

行社缴纳的城建税及附加小于2011年缴纳的城建税及附加,说明旅行社预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小于0.42,旅
行社实行“营改增”获利;反之,旅行社实行“营改增”后损失或者没有变化。

分析表3第8行旅行社2011年、2012年利润差额,计算得出:当d/X>0.0306时,2012年旅行社利润大于

2011年旅行社利润,意味着,预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大于0.0306,旅行社实行“营改增”获利,利润增加;反
之,旅行社实行“营改增”增加税负,减少利润。

分析表3中第10行

旅行社2012、2011净利润

差额,计算得出:当d/X>
0.0236时,2012年B旅行

社的净利润大于2011年

的净利润,B旅行社的预

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大于0.0236时,旅行社实

行“营改增”获利;反之,旅
行社实行“营改增”增加企

业税负,减少企业利润。
综上所述,B旅行社在

0.0306<d/X<0.418
时,旅行社缴纳的增值税

小于“营改增”前缴纳的营业税,2012缴纳的城建税及附加比2011年缴纳的城建税及附加少,2011年、2012年的

利润、净利润均比2011年多;B旅行社的预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0.0306~0.418的区间范围内,实行“营
改增”且申请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能够增加企业利润、净利润,使企业享受“营改增”带来的福利。

4结语

可见,“营改增”对旅行社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旅行社不能绝对享受“营改增”带来减税福利。因此,旅行

社要结合自身财务经营情况,积极了解“营改增”政策动向,提前为享受“营改增”福利做好准备。为了更好地适

应“营改增”政策,旅行社的财务管理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作为增值税一般规模纳税人的旅行社,要积极获得和管理可抵扣的交通运输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是进行增

值税进项税额抵扣重要依据。根据上诉分析,旅行社交通运输成本占营业收入比例大于7.07%,且交通运输成

本能够获得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申请为增值税一般规模纳税人时,能够减轻旅行社税负、增加旅

行社的利润及净利润;实行“营改增”能够减轻税负,增加旅行社利润、净利润。
作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旅行社,要控制好预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根据上述分析,在企业预收账

款占营业收入比例在3.06%~41.8%的范围内,则申请小规模纳税人较划算,能够减轻旅行社税负、增加旅行社

的利润和净利润;如果超过这一范围,则需要健全自身会计核算制度,向一般规模纳税人申请人条件靠拢。
不管是作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规模纳税人,旅行社都应该积极掌握和熟悉“营改增”政策动向,才能

与自身经营情况有效结合,做到旅行社企业的财务管理更好地迎接“营改增”全面改革。同时国家应继续坚持深化

“营改增”的全面改革,做到全行业的“营改增”改革,延长产业进项税额抵扣范围,以达到进行结构性减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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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theImpactofTravelAgencyWhenBusinessTaxbeChangedintoVAT

ZHANGTing,ZHANGShulin,GAOHongxin
(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Toexpandthereformofbusinesstaxbechangedintoaddedvaluetaxduringthetwelfthfive-yearplan,businesstaxbe
changedintoaddedvaluetaxisboundtoaffectthetravelagencyprofits.SoweneedtoestimatetheimpactoftravelAgencywhen
businesstaxischangedintoaddedvaluetaxfromtheangleofquantitativeresearch.Throughthecarefulanalysis,thisstudycalcu-
latesthattravelagencywhoasageneralVATtaxpayercanincreaseprofitandnetmarginifitstransportationcosttakeproportionof
operatingincomeat7.07%;travelagencywhoasasmall-scaletaxpayercanaddtoitsreturnandnetmarginifitsdepositreceived
accountedforoperatingincomerangefrom3.06%to41.8%.
Keywords:businesstaxchangeintoVAT;travelagency;profit;quantitativ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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