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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法律关系引入购销活动的产物。二者产生的商业基础有

相通之处而税收待遇差别显著，具有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和必

要性。 一、代购、代销行为的经营特征和法律特征 所谓代购

货物是指受托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无偿或有偿从事商品的购

买的经营活动。 所谓代销货物，是指委托方按委托方的要求

，无偿或有偿从事委托方的货物销售的经营活动。 规范的代

购、代销行为的共同特征是： 1、二者均属商事委托代理行

为，适用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一般调整规范。 2、代购、代销

标的物品所有权在购、销主体之间依法转移；代购、代销主

体仅提供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有关的流转服务。 3、代购、

代销主体的服务报酬属于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 二

、代购、代销行为涉税分析 （一）税收法理 笔者认为：规范

意义上的代购、代销行为的实质是代购、代销主体为购、销

主体完成购销活动而提供相关的服务。服务所得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所称“应税劳务”所得，应按

照“服务业代理服务”的税目、税率缴纳营业税。以税收法

理论，代购、代购主体不构成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因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劳务以及进口

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并且根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的解释，“条例”所称“

销售货物”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二）代购、代销



行为的现实征管待遇。 1、代购行为的征管待遇 代购行为的

征管待遇与税收法理一致。依据现行流转税法，同时具备以

下条件的代购货物行为，不论企业的财务与会计账务作何处

理，均应按照“服务业代理服务”税目征收5%的营业税： 

（1）受托方不垫付资金； （2）销货方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

具给委托方，并由受托方将该发票转交给委托方； （3）受

托方凭票据实与委托方结算货款（含税），并另外收取手续

费。 2、代销行为的征管待遇 代销行为的征管待遇与税收法

理不符。 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的规定，委托代销和受托代销行为均应“视同销售

”征收增值税。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

规定，受托方“代销手续费”收入还应缴纳5%的营业税。 由

于存在对同一委托代销行为同时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制度

安排，则发生下列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导致重复征税并加重

代销主体税收负担的问题： （1）委托代销方系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2）受托代销方系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3）

委、受双方均系小规模纳税人。 在这种征管规则下，甚至可

能出现代销主体“入不敷税 ”的窘境。例证如下： 某商场某

专柜承包商系办理“注册税务登记”手续的小规模纳税人。

在自营货品之外，接受某厂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委托，

按厂家指定价格代销皮革制品。双方约定代销手续费按含税

销售收入的3%由受托方“扣点”坐支，按月结算。 假定本月

含税销售收入为10400元，则代销方应纳增值税，营业税及附

加合计457.16元： [10400/（1 4%）×4%＋10400×3%×5%]×

（1＋7%＋3%）=（400＋15.6）×1.1 =457.16（元） 税费支出

高出手续费收入145.16元。 上例当然是“弄巧”之例。事实



上，总是存在一个使代销主体“收、支”平衡的手续费比例

。笔者称之为“内含保本手续费率”。 仍举上例，设本月含

税销售收入为A元，手续费占含税收入的比例为Q，城建税

率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3%，则满足 [A/（1＋4%）×4%

＋A×Q×5%]×（1＋7%＋3%）=A×Q的Q=4.49%即内含保

本手续费率。 假定：上例中，受托代销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而委托代销方为小规模纳税人且不能提供税务机关代开

的4%或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内含保本手续费率”将高

达16.91%或13.39%. （1）[A/（1＋17%）×17%＋A×Q×5%]

×（1＋7%＋3%）=A×Q 推出：Q=16.91% （代销货物适用

增值税率为17%时） （2）[A/（1＋13%）×13%＋A×Q

×5%]×（1＋7%＋3%）=A×Q 推出：Q=13.39% （代销货物

适用增值税率为13%时） 即使上例中，委托方能够申请税务

机关代开6%或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受托方的保本手续费率

仍将高达12.44%或9.39%. （1）[A/（1＋17%）×17%－A/（1

4%）×4%＋A×Q×5%]×（1＋7%＋3%）=A×Q 推出

：Q=12.44% （委托方系商业小规模纳税人且代销货物适用增

值税率为17%时） （2） [A/（1＋17%）×17%－A/（1 6%）

×6%＋A×Q×5%]×（1＋7%＋3%）=A×Q 推出：Q=9.39% 

（委托方系工业小规模纳税人且代销货物适用增值税率

为17%时） 注：代销货物适用13%增值税率时，“内含保本

手续费率”的计算原理同上，此略。 （3）代购、代销行为

的流转税成本比较 综前所述，现行税制下，代购行为的流转

税负不会高于代销行为。前者限于营业税及附加，数额占手

续费收入金额的5.1%；后者发生增值税、营业税纳税义务的

“竞合”，只要委托代销方和受托代销方中有一方不是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就产生重复征税的问题，导致综合流转税负

居高不下。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在代购、代销行为中，

代理手续费的约定属于有关当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范畴。

当事人可以约定无偿、低价或高价代理，但是对于手续费收

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不限关联企业）以及关联企业间

作价不合理的情形，税务机关可以依法进行纳税调整。 三、

代购、代销行为的税收筹划 （一）筹划思维 销货方（物权所

有人或合法处分人）的委托代销与购货方（物权受让人）的

委托代购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不同表述。二者经济活动

基础一致，法律关系属性相同。在购、销、代理三方主体既

定、购、销需求基本确定或可准确预计或安排的情况下，代

购、代销商业模式可以“转换”；此外，代销方式也可以选

择。 （二）基本方法 方法一：以“代购”商业模式取代“代

销”模式，避免视同销售纳税义务的发生，并合理分流增值

税应税收入。 方法二：以“买断式”代销方式取代收取“手

续费”的代销方式，避免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发生。 （三）操

作要点 “方法一”操作要点： 1、 确定（或设定）购、销、

代理三方主体，掌握购、销双方的市场需求。 2、兼顾“税

收成本最小化”原则和节税利益分配的平衡，达成“委托代

购”协议。实务中也可“逆向”操作即先掌握委托代销方的

销货需求和条件，后发现购货方的购货需求和条件，然后作

成代购模式。 3、建立起“代购”法律关系后，按照税法规

定的要求规范运作资金流、票据流、物流，充分满足适用营

业税的条件（相关税务管理要求见前）。 4、如果代理方与

销货方存在利益共享关系，还可进一步考虑收销售方的销售

收入，适当转化为代理方的代理手续费收入。通过改变应税



收入的税种，进一步降低流转税。 “方法二”操作要点： 1

、委托销售方与受托销售方依法签订“代销协议”，明确约

定：委托方按协议价向受托方收取代销货物的价款，实际售

价可由受托方自定，实际售价与协议售价之间的差额归受托

方所有。 2、避免发票违章。“买断式”代销方式下，受托

代销方不但应按实际售价确认销售收入时以自己的名义向其

销售对象开具发票，而且负有向委托方按协议价索取进货发

票的义务；如果购货方从受托代销方取得委托代销方开具的

发票，则构成从第三方取得发票。与此同时，委托方构成向

第三方开具发票，代销方构成“应开具发票而未开具发票”

的发票违章行为。 （四）案例说明 甲企（某成套电信设备制

造商，一般纳税人）委托A省B市某机电设备经营部门（商业

小规模纳税人）代销成套设备（类似区域代理）。B市电信局

丙（营业税纳税人）欲购成套设备。乙获此信息，遂以甲代

理人的身份与丙协商，双方就标的数量、品质、金额、付款

时间、售后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 假定甲方设备售价117万元

，销售成本75万元，乙方代销手续费为甲方设备不含税销售

额的3%，不考虑其他涉税项目，则： 甲方：应纳增值

税=117/（1 17%）×17%=1.7 （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17 （万元） （此项业务）应纳企业所得税=（117－17

－75－3－1.7）×33% =6.669 乙方：应纳增值税=117/（1＋4%

）×4%=4.5（万元） 应纳营业税=3×5%=0.15（万元） 应纳

城建税及教育附加=0.465（万元） （此项业务）应纳企业所

得税=（3－0.15－0.165）×33% =0.787（万元） 丙方：未发生

纳税义务。 综上，流转过程中各方综合税收成本为31.271万

元。 （17＋1.7＋6.669）＋（4.5＋0.15＋0.465＋0.787）



=25.369＋5.902 =31.271（万元） 现在假定：电信局丙与经营

部乙签订委托代购协议，以代购模式完成上述交易，电信局

设备购买款一分为二，其中3万元以代购手续费的名义付给乙

，余款114万通过乙方以货款名义支付给甲，各方凭票结算。

其他条件不变，则： 甲方：应纳增值税=114/91＋17%）

×17%=16.564（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656（万

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114－16.564－75－1.656）×33%

=6.857（万元） 乙方：应纳营业税=3×5%=0.15（万元） 应

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0.015（万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3

－0.15－0.015）×33%=0.937（万元） 丙方：未发生纳税义务

。 综上，流转过程中的综合税收成本为26.179万元。 （16.564

＋1.656＋6.857）＋（0.15＋0.015＋0.937）=25.077

＋1.102=26.179（万元） 可见，以“代购”模式取代“代销”

模式可节税5.092万元。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假定：甲、乙之

间系利益共同体（如乙系甲股权控制企业或管理控制企业）

，则可通过提高乙方代购手续费的提取比例，适度削减甲方

销售毛利，获取流转税节税收益。如关联乙企处在所得税低

税率地区，则还可兼获所得税节税收益。 （五）节税方法应

用的限制与限定因素 “方法一” 限制因素： 代购模式的节税

意义必须为有关商事主体特别是购货主体所认同和接受，非

合作不能共赢。 “方法二” 限定因素： 1、“视同买断”方

式的节税收益只有在双方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前提下才

能体现。 2、节税额如何在双方之间分配涉及分配方式和一

致利益最大化等因素，操作过程相对复杂，其是在多级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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