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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简讯建议，增值税的管理重点，应该是减少进项税的流失，以降低供应链上的整

体税负。 为达到这一目的，供应链上的商家必须协同一致。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用

四个简单的投入产出进销表代表四个基本相同的供应链条，唯一的差异，是中间商的

增值税纳税人身份。 在产品面向终端市场最后消费者之前，每条供应链有五个商家。 

因此，商家之间有四次中间交易，然后通过最后的交易将商品出售给消费者。 

中国采用的是以消费为基础的增值税体系，因此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支付的价格为含税

价格；也就是说，标签价格和销售发票中都不显示消费者支付的税款。 因此，这个价

格是消费者在没有意识到潜在税负的前提下愿意支付的价格。 在可比情况下，不同供

应链条出售相同商品的商家，如果想获得相同的销售额，就必须设定相同的含税价

格。 不过他们各自的利润可能因为投入的成本各异而不尽相同。 本文的关注点是税收

成本造成的利润差异。 

由四个进销表所代表的四条供应链，以相同的市场价格 10,000 销售相同的商品。 所有

情形下，首个商家的初始成本都是 1,000，各生产分销阶段的增值额也都相等，因此含

税的中间价格也都是 3000、5000、7000。请注意，中国的增值税体制通常要求中间商

以不含税价格进行交易，而每个商家再以代理的身份收取和缴纳各自增值部分的税

款。 若这五个商家都登记为一般纳税人，那么在标准税率为 17%的情况下，供应链上

生产的产品所缴纳的增值税总额为 1,700，由每个商家根据其各自的增值额分担：商家

1，170；商家 2，340; 商家 3，340；商家 4，340；商家 5，510。详见表 1。 

表 1 说明的情况是，所有商家协同一致，确保整个供应链保持为一个完整的增值税链

条，这样供应链的总体税负就等于最终销售额的最终销项税，即 1,700，下文可以说

明，这是国内生产和消费供应链上的最低税负。 

表 2 说明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其中一个商家（商家 3）选择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而

非一般纳税人。商家 3 缴纳的税款确实少了，从 340 降到 150，但这种省税需要其他

商家付出代价，在此个案中付出代价的是商家 4。 实际上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更多，



高出最低税负 39%。 在现实情况中，估计商家 4 会从商家 3 争取一个较低的价格，但

是这改变不了供应链上的总体税负仍然高于最低税负 1,700 的后果。 

表 3 说明的是不同的情况，即供应链上有两个小规模纳税人，分别为商家 2 和商家

4。其导致的后果更为明显，更为严重，总体税负高达 3,020 ，高于最低税负 78%。 

表 4 说明有逃税的情况发生。有趣的是，税务部门并不因此而少征税。在这种情形

下，商家 3 有欺诈行为，但商家 4 因此多缴了税款。 在现实情况中，估计商家 4 会因

为不能获得有效增值税发票，而要求较低的价格。 但同样，这不能改变供应链上的总

体税负高于最低税负的结果。 也就是说，因逃税行为而被骗的是供应链上其他的商

家。 

上面的例证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性： 

1.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供应链上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协同一致，保证进项税抵扣不

至于流失。 因此，为了减轻税负以及其他目的，例如成本控制，品质保证，以及

让顾客满意等，同一供应链上的商家，尤其是关键参与者，应该促成彼此间的合

作。 

2. 从税收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他们执法的重点可以放在征收最终销售额的销项

税，以及审查相应的进项税抵扣凭证上。 其中的道理是，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

会为自身的利益而遵从合规的要求，也许供应链的主要参与者会为增加竞争力而

积极推动各中间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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