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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建筑安装业营业税成为

地方税收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我局把征管建筑安装业

营业税做为一项突出的工作来抓，采取“两严格、三坚持、

四强化、五到位”的管理模式，收到了好的效果。2004年19

月份共征收建筑安装业营业税114万元，绝对额增加1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个百分点，此项税款收入占全部税种收入

比重明显增加，全县税收管理秩序明显改善。一、瞄准着力

点，“两严格”是建筑安装业税收管理的重要保障。1、严格

税务登记制度 凡在我县从事建筑安装业的纳税人，都必须在

县级地税机关进行税务登记。税务登记的内容包括：工程名

称、施工单位名称、负责人、工程预算、结算方式等，以备

税务机关跟踪检查。为了把登记管理工作做得更深入、更细

密，我们对登记工作进一步延伸，对所有建筑公司的下属施

工队实行“户籍式”管理。即对每一个建筑公司建立了一个

户籍簿，对其下属分公司、挂靠企业、建筑施工队等统一纳

入该公司的户籍簿里进行管理。这样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及

其施工队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经常的联系。目前全县三个建

筑施工企业中共有34个施工队和挂靠企业被列入“户籍簿”

管理，增加注册外地施工单位5户，全部纳入地税部门的管理

视线。2、严格双重申报制度我们从严从细改变以往单纯由建

筑单位申报的做法，实行双重申报制度。一项工程完工后，

其应纳的税款由建设单位和承揽单位同时向税务机关申报，



承建单位申报内容主要是工程收入、应纳税款、建设单位申

报内容主要是工程决算及资金支付情况，这样双管齐下，及

时堵住施工单位的申报不实问题。国营5429厂厂房扩建项目

在进行工程决算时，双方申报数字不符，经核实，建设单位

将一部分自购材料单独记帐，施工单位没有申报，从而漏申

报营业税9.7万元，经过对双方的政策疏导和有关数字核实，

承建单位重新进行了申报，挽回国家税收9.7万元。二、主攻

薄弱点，“三坚持”是建筑安装业税收管理的重要环节。1、

坚持大小税收一起抓建筑安装业税收遍布全县各地，我们在

日常管理中，不仅要看到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更要看到小的

工程项目，而且小项目大多是管理混乱、流动性强，少则两

、三人，多则十几人，有活就干，无活就散，他们即无施工

许可证、工商执照，又不办理税务登记证，流动性大、隐蔽

性强，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工程规模小，工期短

，进场快、撤场也快，大多进行现金结算，又不需要开具发

票，当税务人员闻讯赶到，早已清场撤退，是征管工作的难

点，因此税务机关不应把这一块税收作为无足轻重的零散税

收来轻视，而应把其作为地税收入的增长点来认识和管理，

树立地税无小税思想，确立税源有大小，征收无大小的观念

，从一分一角收起，尽量减少建筑安装业税收的跑、冒、滴

、漏现象，真正实现大小税收一起抓的征管氛围。一年来，

我们共查处各类小型施工队逃税、漏税12起，补征税款5.9万

元，这样以来既规范了征纳行为，又改善了征管环境。找范

文2、坚持城乡并重齐管理建筑安装业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广

大农村也十分活跃，农村建筑安装业这个层面存在以下特点

：1、分散经营，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形成难以控管的局面



。2、农民维权意识和纳税意识差，为施工单位和个人偷、漏

税提供了方便。3、建筑安装队纳税意识低，计税依据难以确

定，形成税款流失的大漏斗。因此，在对待农村税收管理中

，我们一是强化税收宣传，增强建筑队主动申报纳税的积极

性；二是加强农村建筑市场的征管力量，加大税收处罚力度

；三是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合力协调的作用，取得土地、房管

等部门的积极配合，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的足额入库。2004

年19月我县乡村的建筑安装业营业税收入达7.8万元，建筑安

装业营业税管理在农村得到贯彻执行，成为新的税收增长点

。3、坚持本地、外地同等对待《营业税条例》规定：建筑安

装业营业税纳税地点在其施工所在地，在施工地没有缴纳的

，由其管理所在地税务机关征收。由于建筑安装业存在着流

动性大，季节性强，部分建筑安装工程相对隐蔽，加之工期

较短等原因，极易形成税收管理的盲区，尤其是一些跨市、

县工程，由总机构代征税款，使施工地税务机关难以及时、

准确地掌握工程预算、决算及结算情况，给施工地税务机关

税收管理带来不便。我们对外地施工队的管理同当地施工队

管理同样对待，认真负责，决不厚此薄彼，凡来我县的施工

企业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登记，按正常户管理。2004年我县

共管理外来施工企业5户，管理工作全面到位，19月份，他们

主动缴纳营业税25万余元，成为建筑安装业税收的一项重要

税源。三、培育增长点，“四强化”是建筑安装业税收管理

的关键措施。1、强化以票控税以票管税，是减少税收流失，

控制税源的有利手段。建筑业专用发票的使用为建筑业税收

实现以票管税，减少税收流失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为此我们

对建筑业发票实行严格管理，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对外发



售发票，而由征收大厅为纳税人代开，这样有利于杜绝纳税

人乱开，代开建筑业发票的违法行为的发生，今年我局共开

具发票264份。对建筑单位，加强宣传、告知其接受白条支款

的严重后果，一旦发现严厉处罚，给其心理上造成压力，变

被动征收为主动征收，杜绝了建筑安装业税款的流失。2、强

化税款预征针对工程竣工长期不结算，税款后移现象，我们

对施工企业实行按预付款征收税款制度，只要施工企业预支

工程款，就要到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开据发票，预缴税款，

建设单位凭建筑业发票付款，否则，对建设单位进行补缴税

款并进行处罚，竣工结算时，进行应纳税款的汇算。今年19

月份，我们通过预征的办法共征收建筑安装业营业税达30余

万元，成为建筑业税款征收的主要途径。3、强化税务稽查由

于建筑安装业涉及的税款额大，社会影响广，必须在进行税

务登记，双重申报的基础上加大税务稽查力度。一方面要采

取多种稽查方式，严厉打击长期有税不缴和有意隐瞒工程决

算行为。特别是农村无证施工的个体业户，通过认真检查使

之走上正规化的道路。2004年我们共对全县建筑业实施大小

检查30余户（次），补办税务登记4户，查补税款12万元。另

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双向追究制度，杜绝“疏于管理，淡化责

任”现象，对造成税款流失的税务人员要严格追究，强化其

责任意识。今年，我门对疏于管理、征管不利的2名税务专管

员给予了通报批评，对全面管好建筑安装业税收起到了警示

作用。4、强化清欠力度建筑行业拖欠工程款现象比较严重，

同时拖欠税款现象也比较突出，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日常

征管中一是加强管户的正常管理，特别是对企业的基本情况

的全面了解，及时掌握企业的开户、经营情况、各项资产的



基本情况等；二是在税收保全措施执行前周密安排部署，不

给被采取措施的企业留有采取对策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对一

些涉税案件采取措施前，同司法机关密切配合，减少因措施

不到位而导致税款流失，由于各种措施及时到位，本年度我

局共清理历年欠税20余万元，最大程度地实现清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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