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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交通运输行业增值税免征优惠政策
贺文卓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关于增值税相关优惠政策，国家出台了很多，就优惠方式而言，比较常见的有“零税率”“免征税”“不征税”等方式，2020年，财

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号文亦是有关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尤其是针对交通运输行业影响极大。本文主要以某地铁运营分公司为
例，探讨企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面对“免征增值税”的增值税优惠条款，应如何选择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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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税 8号文的税收优惠措施
2020年，国家出台的财税 8号文主要从降低企业税负的角度，

为企业“松绑”，提升效益。全文主要优惠内容共五项，其中第一条和
第四条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对企业进行优惠。而第二、三、五条是从
增值税的角度进行税收优惠。第二条中，对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
企业，是采用“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增值税优惠方式；而
第三、五条中的符合条件的行业，采取“免征”增值税方式进行优惠。

2 我国增值税的优惠方式解析
增值税作为我国营改增后最重要的“流转税”，优惠方式具有多

样性。比较常见的有“零税率”“免征税”“不征税”等方式。
2.1 零税率
零税率亦称“税率为零”。税率为零不仅纳税人本环节课税对象

不纳税，而且以前各环节转移过来的税款亦须退还，才能实现税率
为零。常见的是对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以下简
称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除另行规定外，增值税一律实行免、抵、
退税管理办法。具体表现为：销项不征收、进项可抵扣、留抵可退税。

财税 8号文中未涉及此项优惠方式。
2.2 免征税
免征增值税，是指按照税法对某些应税行为或征税对象给予鼓

励、扶持或照顾的特殊规定，销售不征收销项税额，同时进项税额不
可抵扣应该转出。即具体表现为不征税、不让抵、不退税。例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
产农产品等 6个项目。

财税 8号文中第三条、第五条所述行业属于此项优惠。
2.3 不征税
不征增值税，是指从性质和根源上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的

项目。常见行业：公益事业、存款利息、保险赔付、代收维修基金、资
产重组特殊业务等。

财税 8号文中未涉及此项优惠方式。
另，财税 8号文中所说的“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不属

于上述中 3项优惠，“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享有进项可抵
扣、增量留抵税可全额退还，即销项税仍计征，但增值税进项税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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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项税时，多出来的进项税额可退税。举个例子：某生产口罩的企
业，2019年底增值税留抵税额 30万元，为了扩大产能，2020年 1月
新购进机器设备 113万元，其中含进项税额 13万元，本月生产口罩
销售额 50万元，销项税额 6.5万元，无其他增值税采购及销售相关
业务。则本月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为 6.5万元，此 6.5万元符合 8号
文中第二条规定，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

3 野免征增值税冶需要适者选择
3.1 一般计税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不难发现，8号文对运输业有两项免税规定，一是运输防控重

点保障物资收入，二是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收入。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轨、出租车、长途客运、班车。地
铁作为交通运输服务行业，属于可选择享受 8号文中第五条优惠即
“免征增值税”的行业。以下将以某地铁运营分公司为例，分析如何
选择适用第 8号文“免征增值税”优惠。

首先对运营分公司的增值税销项税及进行税进行分析，以此判
断是否选择“免征增值税”的优惠。

增值税销项税额分析：2020年上半年，地铁营业收入“骤降”，
同比上年同期，营业收入降低 80%以上，因此增值税销项税额同降
80%以上。

增值税进项税额分析：地铁行业作为民生重点保障，在防控期
间，相应的成本甚至超出正常期间。经内部调研显示，水、电、气等能
耗方面用量增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生产用水角度，防控期间，车
站清洁力度、频次增加，导致用水量增加；通风系统过滤网清洗频次
增加，每月比正常时期增加一倍以上，且每周新增加防控物品消毒，
导致用水量增加。用电方面，发车频率降低、客流减少对车站机电设
备运行基本无影响，几乎不影响动照正常用电，相关防控工作开展
后会影响动照电量增加。因此，受防控影响，地铁各线路动照用电量
均有增加。用气方面，各车辆段办公区、公寓楼、库区开窗加强通风，
供热损失增加，锅炉供水温度提高，影响燃气用量有上升趋势。其他
方面：地铁运营分公司安保安检、物业、保洁、各专业维保委外、日常
维修中 80%以上属于固定成本，多数专业固定成本变动很小，而个
别专业略有增加，例如安保安检，增加了安保安检人员的津贴，成本
同比不降反升。防控物资方面：防护用品及消杀用品，如酒精消毒物
品、体温检测仪器、一次性口罩等防控物资用量较大，增加了成本支
出。

从历年财务数据来看，某地铁运营分公司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主
要由水电气能耗、维修保养、资产及物资采购等三方面构成，而受定
价受控、行业特点影响，地铁票价惠民，2-8元的票价远远小于其车
公里成本。在正常年份，营业收入额产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已经远
小于各项成本产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截止 2019年底，已经累计产
生增值税留抵税额千余万元。而地铁运营公司各方面运营成本无明
显下降，增值税进项税额无明显下降，相比之下，运营公司营业收入
降幅明显，根据以上分析可见，销项税额下降金额将远大于进项税
额下降金额，必将增大增值税进项税额留抵税额。若地铁运营分公
司选择享受 8号文中的“免征增值税”，则营业收入销项税免税，进
项税额不可抵扣，则势必浪费了可以产生的大额增值税留抵税额，
而享受不到真正的增值税优惠。

下面以简单的数据举例说明：若某地铁企业 2019年底增值税
留抵税额 1000万元，2020年 2月地铁营业收入销售额 500万元，
销项税额 45万元，而本月水电气能耗、维修及防控物资采购成本共
计 1500万元，进项税额为 135万元（增值税进项税率包含 6%、9%、
13%不等），则本月产生进项税额留抵 90万元。而若此地铁企业错
误选择享受本文中第 8号文中“免征增值税额”，则本期的销项税额
免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即浪费了可留抵未来期间的 90万元增值
税留抵税额，并未给企业带来真正的“优惠”。

那么，所有的公共交通运输企业均会遇到这个问题吗？这需要
具体分析公司成本构成。以网约车行业为例，部分网约车公司并无
车辆等固定资产，而是由加盟司机个人提供车辆，网约车公司仅靠

提供平台赚取利润。此类型的公司，销项税额分析：企业靠收取服务
费为主要收入来源，企业因大环境影响，服务费收入有所降低。进项
税额分析：企业成本构成主要为人力成本，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小；
在正常月度，此类型企业需要交纳增值税额。而 2020年，营业收入
产生的销项税额大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时，即应该选择享受“免征
增值税”优惠，给企业带来真正的实惠。

3.2 简易计税：小规模纳税人
近年来，为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增加人才创业就业，我国针对

小规模纳税人，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扶持政策。小规模纳税人的增
值税缴纳方法比较简单，无论是否有增值税进项税额，均不进行抵
扣，8号文的免征增值税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就非常适用。而且，
经过了多年的优化，如今的小规模纳税人在多数项目中均可以开具
或有税务机关代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避免了因不能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而导致失去部分一般纳税人客户的风险。而且，国家出台
了一般纳税人转换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相关政策，纳税人在符合条件
的情况下可“自由”变身，充分筹划，达到节税增收的目标。

当然，我们还应该关注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第三十
六条中有约定，放弃增值税免税后，36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这
一条同时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实务
中，企业可能存在有多项增值税应税项目，例如销售货物的同时兼
营并无关联的增值税应税劳务，此时，可根据自行测算分析结果，选
择部分项目选择适用增值税免征优惠，而其他项目放弃增值税免征
优惠。举个例子：某轨道交通运输企业提供交通服务业的同时，还提
供培训服务应税劳务。在国家 2020年税收 8号文出台后，企业进行
了测算，可以选择仅放弃交通运输项目免税优惠，而培训服务业享
受免税优惠。显而易见，这是国家给与企业灵活的税收优惠措施，是
税收征管的进步体现。值得提醒的是，放弃免税后，应按要求进行书
面声明进行上报备案。同时，由于免征增值税的进行税额不能抵扣，
企业应对各项成本费用进行分类，属于免征项目的成本的，一律进
行进项税额转出，或直接收取增值税普通发票。

4 结束语
经过以上分析可见，受防控要求影响，国家出台的各项税收优

惠，企业财务工作者均应第一时间关注和分析，针对财税总局的第
8号文提到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对防控期间
的增值税应税收入进行合理预估，同时对期间的成本进行合理判
断，进而对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及进行税额进行详实的数据分析，以
此判断是否会产生留抵增值税，进而选择是否享受相应的“优惠政
策”，只有进行合适的选择，才会对企业带来真正的“优惠”和效益提
升，也体现出一名现代会计人员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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