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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营改增”降低服务业企业税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果，选择苏南、苏北第三产业分

析“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业企业税负影响差异。研究发现：造成苏南与苏北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人们

观念差异，倾向保守观念的苏北人更多奉行“渠道为王”的销售模式，“营改增”政策消除了现代服务企业在不断

分销的渠道中所产生的重复征收营业税问题；倾向开放观念的苏南人主要奉行互联网平台式的销售模式，“营改增”

政策对降低现代服务企业税负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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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推行“营改增”政策的主要目的是：

一方面促进国内征税规则与国际征税规则接轨[1]；另一方面避免重复征税，降低服务行业税负，驱动服务行业发展壮大，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升级[2]。就 2014年 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所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而言，“营

改增”对现代服务业企业负担的影响不仅关乎到该政策“落地”之成败，而且也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升级产生重大

而深远影响。江苏省自 2012年 8月推行“营改增”政策，涉及“1+6”①现代服务行业。据统计，江苏省在比其他地区早试点的

10 个月内，提前减税 100亿元，受惠面达 96%；全省“1+6”行业新增现代服务企业 8.47万户，比试点前增长 77.27%。此后，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江苏省分步将广播影视服务业（2013年 8月）、邮政和铁路运输业（2014年 1月）、电信业（201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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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建筑业及房地产业（2016年 5月）纳入了营改增试点。至 2016年底，试点纳税人已经增加到 119万户，增幅超过 10倍。

2013-2015 年 3 年间，江苏省服务业试点纳税人申报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447.2 亿元，换算成投资额高达 3077.7 亿元。“营

改增”工作的分步推进和顺利运行，给江苏省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二、文献回顾

从目前“营改增”改革试点的进程来看，“营改增”改革试点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行业扩围——将更多目前征收营业税

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二是地区扩围——在更多地区实施“营改增”改革。对于“营改增”按照地区方式推进的道路，

它将会产生“税收洼地”效应和跨地区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这种因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税收差别待遇的“制度性诱惑”会导致

周边地区服务业资源要素的区域集聚（吴斌，2012；潘文轩，2012）
[1-2]

；对于“营改增”按行业全国推广的路径选择，它能够

避免国内的“税收洼地”效应，确保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丁胜红，曾峻，2014；吴应宇，丁胜红，

2014）[3-4]。一个已经形成普遍共识的观点是：“营改增”有助于消除服务业因征收营业税、不能抵扣进项税而导致的重复征税

（汪德华、杨之刚，2009；施文泼、贾康，20K）；夏杰长、管永昊，2012）[5-7]以及因适用税率水平变化而带来的税负变动效应

（岳树民、李建清，2007；姜明耀，2011；潘文轩，2012）[8-9]。目前尽管有学者研究涉及“营改增”的双重效应促进了企业分

工细化和技术进步（潘文轩，2012；丁胜红，曾峻，2014）
[2，4]

，但还鲜有人从战略视野去研究因“营改增”驱动效应促使企业

分工细化所培育专业化市场以及技术进步所导致产品链的分工网络形成，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天然塑造了国家价值链（刘

志彪、张杰，2009）[10]的形成，只有对此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央着力推进“营改增”改革的战略意义与重大价值之所在。

三、江苏省第三产业发展特征分析

（一）第三产业正成为江苏经济的主导力量

根据江苏省 2010-2015年统计年鉴分析江苏省三大产业的 GDP，得出见表 1所列江苏省三大产业结构。

表 1 2010年-2015年江苏省全省 GDP和三大产业产值

年份 全省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2010 41425.48 2540.10 6.1 21753.93 52.5 17131.45 41.4 

2011 49110.27 3064.78 6.3 25203.28 51.3 20842.21 42.4 

2012 54058.22 3418.29 6.3 27121.95 50.2 23517.98 43.5 

2013 59753.37 3469.86 5.8 29086.08 48.7 27197.43 45.5 

2014 65088.32 3634.33 5.6 30854.50 47.4 30599.49 47.0 

2015 70116.38 3986.05 5.7 32044.45 45.7 34085.88 48.6 

从表 1可以看出 2010-2015年江苏省三大产业增长趋势，自 2012年江苏省实施“营改增”以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

展均放缓，唯有第三产业仍然在突飞猛进，并且在 2013 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到 2015 年，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第二

产业，成为江苏省经济的主导力量，促进了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升级。

（二）现代服务业发挥主导作用根据江苏省 2010-2015 年统计年鉴，按分析江苏省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分行业 GDP 计

算得出 2010-2015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分行业占第三产业总产值比例，结果见表 2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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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0-2015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分行业占第三产业总产值比例％

年份

现代服务业

运输、

邮电业

金融

保险业

房地

产业

租赁和

商务服务

卫生和

社会工作

文化、

体育和

娱乐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务业

教育 合计

2010 10.32 12.29 15.18 5.07 2.92 1.29 3.53 5.97 56.58 

2011 10.21 12.48 13.18 5.72 3.19 1.29 4.37 5.84 56.27 

2012 10.00 13.34 12.73 6.02 3.11 1.29 4.69 6.04 57.21 

2013 8.92 14.56 12.16 7.48 3.26 1.54 5.01 6.18 62.63 

2014 8.47 15.44 11.65 8.07 3.32 1.75 5.16 6.10 59.96 

2015 7.94 15.56 11.02 8.35 3.61 1.86 5.49 6.44 60.26 

年份

传统服务业

批发和

零售贸易

餐饮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

其他 总计

2010 30.11 8.56 2.61 41.29 

2011 30.04 8.58 2.73 41.35 

2012 28.70 8.56 2.92 40.18 

2013 26.29 7.85 3.23 37.37 

2014 25.01 7.95 3.51 36.47 

2015 28.45 8.43 3.69 40.58 

从表 2可以看出，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各占一半，但是现代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尤其是 2012年“营改

增”之后，现代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开始加快，而传统服务业的增长开始变慢。因为包含的行业比较复杂，所以，并不是所

有的比重都有所增加，很明显，2010-2015 年金融保险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增速各达到 3%以上，而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仅次于这两个行业，从 2010 年的 3.53%到 2015 年的 5.49%，5 年时间增长了 1.96%。江

苏省的服务业发展主要靠高新技术和金融带动，但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超过传统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比重，

这说明现代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可以就这些方向开展经济工作。为此，通过“营改增”政策对苏

南与苏北服务业影响差异来发掘现代服务业增长空间与方向。

（三）“营改增”对苏南与苏北服务业影响差异分析

“营改增”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3-4]

，但是由于江苏省苏北贫困县的个数是苏南贫困

县个数的四倍，较大的经济基础差距，直接导致了“营改增”的实施在两个地区的政策效果有着不同的体现。

1.苏南的产业结构升级早于苏北由于地理位置、教育环境、历史因素等原因，江苏省的经济一直具有从南到北阶梯式递减

特征，产业结构也不例外。根据 2010-2015年江苏省统计年鉴计算江苏省苏南、苏北地区产业结构，结果见表 3、表 4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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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2015年江苏省苏南地区产业结构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2010 584.33 2.32 13594.77 53.98 11006.28 43.70 

2011 677.56 2.29 15669.93 52.88 13287.61 44.84 

2012 759.50 2.28 17205.36 51.54 15416.80 46.18 

2013 834.79 2.29 18307.79 50.32 17243.29 47.39 

2014 816.27 2.10 18651.56 47.90 19473.43 50.01 

2015 865.26 2.08 19402.30 46.73 21251.20 51.18 

表 4 2010-2015年江苏省苏北地区产业结构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2010 1222.69 13.71 4258.78 47.74 3438.90 38.55 

2011 1388.65 12.92 5146.24 47.90 4209.43 39.18 

2012 1545.77 12.69 5783.58 47.47 4853.59 39.84 

2013 1688.31 12.45 6360.48 46.91 5510.09 40.64 

2014 1758.38 11.61 6937.53 45.79 6455.58 42.61 

2015 1869.76 11.29 7445.52 44.95 7249.03 43.76 

从表 3、表 4 可以看出，2015 年苏南的第三产业产值为 21251.20 亿元，占整个江苏省第三产业产值的 61%，占苏南地区生

产总值的 51.2%，三大产业结构为 2.08：46.73：52.18。相比之下，苏北地区产业结构稍显不合理，第一产业仍然在经济结构

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二产业的发展由于未引起重视并且没有赶上经济发展浪潮，相对苏南地区略显薄弱。但是同样受“营改增”

的影响，2012年以来，苏北的第三产业也呈快速发展趋势，居三大产业发展速度之最，逐年减少与第二产业的差距，2015年苏

北的第三产业产值为 7249.03 亿元，占整个江苏省第三产业产值的 21%，占苏北地区生产总值的 43.76%，三大产业结构为

11.29：44.95：43.76，为进一步升级产业结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2.苏北的服务业增长速度快于苏南

根据 2010-2015年江苏省统计年鉴计算江苏省苏南、苏北第三产业产值和增长速度，结果见表 5所列。

表 5 2010-2015年江苏省苏南和苏北第三产业产值和增长速度

年份
苏南地区服务业 苏北地区地服务业

生产总值（亿元） 增长速度 生产总值（亿元） 增长速度

2011 13287.61 1.21 4209.43 1.22 

2012 15416.80 1.16 4853.59 1.15 

2013 17243.29 1.12 5510.0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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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9473.43 1.13 6455.58 1.17 

2015 21251.20 1.09 7249.03 1.12 

从表 5可以看出，受“营改增”的影响，整个江苏省的服务业都在快速增长，苏南和苏北服务业也在逐年递增，自 2013年

政策红利开始显现以来，苏北地区的第三产业规模发展速度就快于苏南地区，这将对未来缩小苏北和苏南地区经济差距打下基

础，但从苏南、苏北的服务业生产总值来看，苏南属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苏北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同一省份造成经济发展

差异，除了自然资源差异外，更主要的是不同地区人们的观念差异造成的，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观念比较守旧，经

济发达地区人们观念比较创新，善于接受新事物。

四、基于“营改增”视角检验苏南与苏北人们观念差异

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观念比较超前，流行“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平台销售模式，很快抛弃了“渠道为王”的工业经济

时代销售模式。而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观念比较保守，排斥新事物，墨守成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在更多采用互联网平台

销售模式的苏南地区，现代服务行业商品很难“被”重复征收营业税。按照非重复征收营业税销售模式，测算“营改增”对“1+6”

服务行业企业税负影响，并利用测算公式②：costi/yrevenuei≥l-（business_taxi/value-add-ed_taxi）.具体测算标准见表 6

所列。

表 6 “营改增”对“1+6”行业中某现代服务业企业税负影响测算

企业所在行业类别 测算标准 标准适用范围

交通运输业 cost1/revenue1≥8/11 适用于所有交通运输业务

研发和技术服务业 cost1/revenue1≥1/6 适用于所有研发和技术服务业务

信息技术服务业 cost1/revenue1≥1/6 适用于所有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文化创意服务业
cost1/revenue1≥1/6 适用于会议展览以外的所有业务

cost1/revenue1≥1/2 适用于会议展览服务业务

物流辅助服务业
cost1/revenue1≥1/6 适用于货物运输代理、代理报关、仓储以及其他服务业务

cost1/revenue1≥1/2 适用于航空、港□码头、公路运输、打捞救助以及装卸搬运业务

有形动产租赁业 cost1/revenue1≥12/17 适用于所有有形动产租赁业务

鉴定咨询服务业 cost1/revenue1≥1/6 适用于鉴定咨询服务业务

注：表 6 适用于江苏省“1+6”现代服务业企业被认定的一般纳税企业；营改增后的 1+6 服务行业税率数据来源于 http：

//wenku.baidu.com/view/a3752067a8114431b90drl8f2.html?re=view。下同。

而苏北人更多采用“渠道为王”的工业经济时代销售模式，现代服务业商品容易产生重复征收营业税，按照重复征收营业

税的销售模式，测算“营改增”对“1+6”现代行业中某种商品流转到第 n 家现代服务企业的税负影响，并利用测算公式③  ：

costi/revenuei≥l-（business_taxi-business_taxi
n+l
）/（1-business_taxi）value-added_taxi。具体测算标准见表 7所列。

表 7 “营改增”对“1+6”服务行业商品流转第 n家现代服务企业税负影响测算

企业所在行业类

别
测算标准 标准适用范围

交通运输业 cost1/revenue1≥（0.77%-3% n+1）/0.77% 适用于所有交通运输业务

研发和技术服务 cost1/revenue1≥（0.3%-5%n+1）/0.3% 适用于所有研发和技术服务业务

http://wenku/
http://wen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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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信息技术服务业 cost1/revenue1≥（0.3%-5%n+1）/0.3% 适用于所有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文化创意服务业
cost1/revenue1≥（0.3%-5%n+1）/0.3% 适用于会议展览以外的所有业务

cost1/revenue1≥（0.42%-3%n+1）/0.42% 适用于会议展览服务业务

物流辅助服务业

cost1/revenue1≥（0.3%-5%n+1）/0.3% 适用于货物运输代理、代理报关、仓储以及其他服务业务

cost1/revenue1≥（0.42%-3%n+1）/0.42%
适用于航空、港□码头、公路运输、打捞救助以及装卸搬运业

务

有形动产租赁业 cost1/revenue1≥（0.85%-5%n+1）/0.85% 适用于所有有形动产租赁业务

鉴定咨询服务业 cost1/revenue1≥（0.3%-5%n+1）/0.3% 适用于鉴定咨询服务业务

针对小规模纳税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而言，营业税率改为增值税率的税率变化分为两类，一类是税率不变，仍保持 3%税率，

如交通运输业务、文化创意服务业中会议展览业务、物流辅助服务业中航空、港口码头、公路运输、打捞救助以及装卸搬运业

务等；另一类税率减小，税率由 5%减小为 3%。如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等。这些税率设计满足

了政府推动“营改增”的政策目的。根据不同销售模式下测算标准来测算“营改增”对苏南、苏北的“1+6”行业现代服务业企

业税负实际影响，进而验证造成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观念之差异。

五、“营改增”对苏南、苏北的“1+6”行业现代服务业企业税负实际影响

根据采集苏南、苏北的“1+6”部分创业板上市现代服务业企业样本，利用 2010-2015年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

中代表现代服务企业购进产生进项增值税抵扣的原材料成本 cost，由于创业板上市现代服务企业公布数据不全，本文通过“产

品材料成本=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人工总成本”的公式计算出 cost。由于创业板上市现代服务企业公布的职工薪酬数据也不全，

本文采用《税务统计年鉴》所公布同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与样本公司的人数计算出人工总成本。

针对互联网平台销售模式而言，“营改增”对苏南、苏北“1+6”服务业企业税负影响测算结果见表 8所列。

表 8 “营改增”对“1+6”服务业企业税负影响描述性测算结果

企业所在行业类别
苏南地区 苏北地区

测算标准 样本容量 测算标准 样本容量

交通运输业 0.850＞8/11 32 0.652＜8/11 34

研发和技术服务业 0.843＞1/6 116 0.073＜1/6 108

信息技术服务业 0.746＞1/6 51 0.046＜1/6 47

文化创意服务业
0.827＞1/6 31 0.057＜1/6 30

0.827＞1/2 31 0.324＜1/2 31

物流辅助服务业
0.862＞1/6 24 0.069＜1/6 21

0.862＞1/2 24 0.402＜1/2 25

有形动产租赁业 0.887＞12/17 22 0.689＜12/17 22

鉴定咨询服务业 0.801＞1/6 39 0.071＜1/6 39

从表 8可以看出，江苏省苏南在“1+6 服务行业推行“营改增”改革政策达到预期政策目的：降低现代服务企业税负，促进

企业规模发展壮大。针对“渠道为王”的销售模式而言，商品流转多少次后“营改增”对“1+6”服务业企业降低税负影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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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8、表 9可以看出，目前苏北现代服务企业主要采用“渠道为王”的传统销售模式而苏南现代服务企业主要采用互联网平台

销售模式，进而验证了苏北人们观念比较保守，而苏南人们观念比较开放。如何利用营改增政策来消除因人们观念差异造成江

苏经济发展不平衡，下文利用营改增税收洼地效应来测算苏北赶上苏南的第三产业经济增长量。

表 9 “营改增”对“1+6”服务行业商品流转次数测算

行业类别 降低税负消失测算标准 样本容量
税负降低消失 a范围

苏北 苏南

交通运输业 0.850=（0.77%-3%n+1）/0.77% 34 1＜n＜2 n＜1

研发和技术服务业 0.843=（0.3%-5% n+1）/0.3% 108 1＜71＜2 n＜1

信息技术服务业 0.756=（0.3%-5%
n+1
）/0.3% 47 1＜n＜2 n＜1

文化创意服务业
0.827=（0.3%-5% n+1）/0.3% 30 1＜n＜4 n＜1

0.827=（0.42%-3% n+1）/0.42% 31 1＜n＜4 n＜1

物流辅助服务业
0.862=（0.3%-5% n+1）/0.3% 21 2＜n＜5 n＜1

0.862=（0.42%-3%
n+1
）/0.42% 23 2＜n＜5 1＜n＜2

有形动产租赁业 0.887=（0.85%-5% n+1）/0.85% 22 1＜n＜2 n＜1

鉴定咨询服务业 0.801=（0.3%-5% n+1）/0.3% 39 2＜n＜6 1＜n＜2

六、“营改增”税收洼地效应分析苏北 A 县赶上苏南 B 市的第三产业经济增长量

苏南和苏北呈现明显的经济差距，在考虑土地面积等同情况下，选取苏北经济欠发达 A 县与苏南经济发达 B 市作对照，见

表 10所列。

表 10 2010-2015年 B市及 A县 GDP和第三产业产值亿元

年份

B市 A县 △GDP

（B市和 A县

的差值）
GDP

第三产业

产值
GDP

第三产业

产值

2010 1603.5 606.82 140.1 40.52 1463.43 

2011 1860.3 737.24 182.3 56.62 1677.95 

2012 2050.6 847.54 210.5 65.80 1840.11 

2013 2145.3 922.56 235.9 76.00 1909.41 

2014 2180.3 965.22 259.3 85.74 1921.00 

2015 2229.8 1008.72 281.6 96.54 1948.19 

（一）测算苏北赶上苏南的经济原理根据税收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变动与税收变动

额之间有倍数关系，因为税收直接影响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变动和税收变动额度之间有

倍数关系，税收乘数的公式为： 。

纳税人应缴纳税收受应纳税税率影响，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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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f 表示税收乘数；ΔY 表示国民收入；ΔT 表示税收变动额；γ表示应纳税收入；Δt 表示相应的税率变动。所以，

国民收入和税率呈比例变动：

其中， 表示根据 B市第三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额；gdpbm和 gdbn分表示 B市 m年的和 n年的第三产业产值。

假设要在 L 年内使得 A 县的第三产业产值赶上 B 市水平的话，即 A 县 L 年后的第三产业产值等于 L 年后的 B 市第三产业产

值，则平均每年 A县需要增长的第三产业的产值为 B市的未来值和 A县的差额比 L，为了算出当年的经济增长量，从而得出 A县

需要的第三产业增长率，在这里类比年金现值的方法。在年金现值的计算方法中，贴现率是资产本身的收益，而“营改增”的

税率差异对经济作用引致也能达到贴现率的效果。其中，年金现值公式： ，其中，P 为年金现值，A 为每年需要支

付的年金，i 为利率，n 为年金年限；则由此推出 A 县当年需要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增加额的计算公式为 ，其

中，gdpa为 A县需要增长的第三产业的产值现值， 为为了达到 B市的产值 A县每年需要增长的第三产业的值，t为税率差，

n为年限。

（二）测算苏北 A县赶上苏南 B市的第三产业经济增长量

20.15年 B市的第三产业产值为 1008.72 亿元，2010年 B市的第三产业产值为 606.82亿元，则平均每年增长 80.38 亿元，

按照这个增长速度，分别假设用 15年、25年、30年和 50年的时间，A县追上 B市的经济水平。假设年限为 15，则 15年以后，

B市的第三产业的产值为 2214.42亿元，A县在未来 15年需达到相应的第三产业的产值，所以，A县每年的增长值为 141.192亿

元；假设年限为 25年，则 25年以后，B市的第三产业的产值为 3018.22亿元，A县在未来 25年需达到相应的第三产业的产值，

所以，A县每年的增长值为 116.87亿元；假设年限为 30年，则 30年以后，B市的第三产业的产值为 3420.12亿元，A县在未来

30 年需达到相应的第三产业的产值，所以，A 县每年的增长值为 110.79 亿元；假设年限为 50年，则 50 年以后，B 市的第三产

业的产值为 5027.72 亿元，A 县在未来 50 年需达到相应的第三产业的产值，所以，A 县每年的增长值为 98.62 亿元。当税率差

为 5%、6%、8%时，根据年金现值系数，得到 A县第三产业当年需要增长的量，见表 11所列。

表 11 A县不同条件下第三产业的增长量和产值的估算

年限
税率差

（%）

A县第三产业

当年需增长量（亿元）

A县第三产业

产值（亿元）

15年

5 97.69 194.23 

6 91.42 187.96 

8 80.56 177.10 

25年

5 65.88 162.42 

6 59.76 156.30 

8 49.89 146.43 

30年

5 56.77 153.31 

6 50.83 147.37 

8 41.57 138.11 

50年

5 36.00 132.54 

6 31.09 127.63 

8 24.14 1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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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1可以看出，政府降低税率给出的减税优惠越大，给出优惠的时间越长，苏北赶上苏南的可能性就越高。显然，江苏

省在“十三五”规划中将实现“两个率先”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相结合，按照苏北的“营改增”税收洼地效应完全能

够提前实现苏北经济赶上苏南经济发展。

七、研究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营改增”政策对苏南苏北现代服务业企业税负影响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在苏北主要奉行“渠道为王”的销售模式，在“1+6”现代服务行业推行“营改增”政策消除现代服务企业的营业税

重复负担问题，也降低现代服务企业税负。但“营改增”政策会造成服务业市场垄断，甚至寡头产生，有害于“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政策“落地”。

（2）在苏南主要奉行“互联网平台式”的销售模式，在“1+6”现代服务行业推行“营改增”改革政策对降低现代服务企

业税负效果更显著。“营改增”政策促进服务业市场发育成熟，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落地”。

（3）调整苏北主要营销模式。“营改增”政策在总体上达到减税效应，但不同销售模式对不同行业“冲击”不同，企业应

积极调整营销模式，充分利用“营改增”政策以达到减负效果。同时考量可能被税法视同销售规则以及大额进项税抵扣对企业

税负影响。

为了更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营改增”政策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减负效果，促进现代服务业企业发展壮大，最终实现中国产业

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结合全国推行“营改增”政策所产生现实经济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在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先大力推行“互联网平台式”的销售模式，后积极推行“营改增”政策。在中西部经济欠

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一方面大力推行“互联网平台式”的销售模式，另一方面在原有“渠道为王”的销售渠道嵌入或者植入“互

联网平台式”的销售模式，目的是使中小服务企业获得机会均等的“营改增”减税政策红利，同时破除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

区垄断经济模式的形成，促进中央供给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均衡一体化发展。

（2）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互联网平台式”的销售模式与“营改增”政策并举。在“互联网+”时代，中央推行“营改增”

政策降低中小服务企业税负，只要全国积极推行“互联网平台式”的销售模式，这种模式就会使得“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企业

尤其中小服务企业减税效果更显著，同时“营改增”政策也促进均衡服务市场发育成熟，促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

积极“落地”。

（3）中国税务机构改革与中国税制改革并重。一方面，茬中国现代服务行业推行“营改增”政策，原有地方税务机构不存

在征收营业税，因此地税机构理当重构，中央政府理应大力推进中国税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营改

增”政策促进中国税制规则与国际接轨，以其为契机大力深化中国税制改革，提升中国在 WTO 中的市场地位，促进中国与国际

其他国家在现代化服务行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中国税务机构与其他国家的税务机关单位的战略合作。

注 释：

①“1”即交通运输业，“6”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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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动

产租赁、鉴证咨询服务。

②其测算公式推导略，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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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其测算公式推导略，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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