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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ccvb"> 增值税作为一种流转税具有税负转嫁特性，当

市场上供应弹性无限大而需求弹性无限小时，增值税税负全

部由消费者承担；当需求弹性无限大而供给完全无弹性时，

增值税税负则全部由生产经营者承担。税法明确规定增值税

的征税范围为销售或进口的货物和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同时也对实务中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某些特殊项目或

行为做出规定。其中，特殊行为包括兼营销售行为、混合销

售行为和视同销售行为。 一、几种特殊经营行为的税收界定

(一)兼营销售行为 兼营在我国不仅仅是指同时经营增值税不

同适用税率项目，同时经营增值税应税、免税、减税项目，

还包括同时经营增值税和营业税项目。兼营营业税项目是指

增值税纳税人在从事应税货物销售或提供应税劳务的同时，

还从事非应税劳务(即营业税规定的各项劳务)，且所从事的

非应税劳务与某一项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并无直接的联

系和从属关系。增值税纳税人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和

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对货物和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按各自适

用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对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即营业额)按

适用的税率缴纳营业税。如果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

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销售额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

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缴纳增值税。 (二)混合销售行为 一项销

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

营业税应税劳务)，则为混合销售行为。混合销售行为涉及增



值税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划分，其标准是：凡是从事货物的

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

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

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不缴纳增值税。

这里所谓“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

应税劳务”，是指纳税人的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应税劳务营业

额合计中，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非应税劳务不到50%。除

此之外，税法对混合销售行为又作了特殊规定：从事运输业

务的单位和个人，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销售货物的混

合销售行为，缴纳增值税；生产销售铝合金门窗、玻璃幕墙

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其销售铝合金门窗、玻

璃幕墙的同时负责安装的，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对其取得的

应税收入缴纳增值税。因此，混合销售行为是企业的同一项

销售行为既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又涉及营业税的应税劳务，

而且提供应税劳务的目的是直接为了销售这批货物而作出的

，两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从属关系。它与一般既从事这个税

的应税项目，又从事那个税的应税项目，两者之间却没有直

接从属关系的兼营行为是完全不同的。混合销售是面向同一

购买人的，增值税应税货物和营业税应税劳务是合并定价，

不可能分开核算。 (三)视同销售行为 视同销售行为是指一些

货物的转移、使用或无偿转让行为，虽没有取得相关销售收

入，但视同正常销售，予以缴纳增值税。单位和个体经营者

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销售代

销货物；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

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

县(市)的除外；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

或个体经营者；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

或投资者；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

费；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二、兼

营行为的税务筹划 (一)兼营不同增值税税率 兼营不同增值税

项目是指增值税纳税人同时经营适用不同增值税税率的货物

或者应税劳务，同时经营应税和免税、减税项目，同时经营

应税和非应税项目。从事兼营业务的增值税纳税人，必须安

排好其增值税税务，才不至于增加税负。一个增值税的一般

纳税人可能同时经营适用不同增值税税率的应税项目。如果

纳税人是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应当分别核

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并按不同税率分别

计算应纳税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所谓

分别核算，主要是指对兼营的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在取

得收入后，应分别如实作账，各记各的销售额，并按照不同

的税率各自计算应纳税额，以避免适用税率混乱，出现少交

税款或多交税款的现象。从高适用税率是指本应按17%或13%

高低不同税率分别计税，但由于未分别核算，则对混合在一

起的销售额一律按17%的高税率计税。 例如，某企业属于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2009年3月份的经营收入有机电产品销售

额260万元，其中农机销售额80万元。企业当月可抵扣的进项

税额为40万元(销售额均为不含税销售额)。 1.未分别核算。应

纳增值税额=260×17%-40=4.2(万元) 2.分别核算。应纳增值税

额=(260-80)×17% 80×13%-40=1(万元) 可见，分别核算可以

为该企业降低增值税税负3.2万元(4.2-1)。 (二)兼营应税和免

税项目 一个增值税纳税人可能同时经营应税和免税项目。我



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分别核算免

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

减税。所以，当一个企业兼营免税、减税项目时，通过分别

核算不同项目销售额可以降低税负。 例如，某工业企业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以聚氯乙烯为原材料加工生产塑料盆

和农用塑料薄膜。该企业当月的塑料盆含税销售额为100万元

，塑料薄膜的含税销售额为60万元。当月购进聚氯乙烯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50万元，税款8.5万元，要求按税负不

能通过提价转嫁进行税务筹划。 1.未分别核算。应纳增值税

额=(100 60)/(1 17%)×17%-8.5=23.25-8.5=14.75(万元) 2.分别核

算。应纳增值税额=100/(1 17%)×17%-8.5/(100 60)

×100=14.53-5.31=9.22(万元)。分别核算可以为企业降低增值

税税负5.53万元(14.75-9.22)。 三、视同销售的税务筹划 对视

同销售行为征收增值税的目的在于：保证增值税税款抵扣制

度的实施，不致因该类行为而造成税款抵扣环节的中断；尽

量避免因发生该类行为而造成货物销售税收负担不平衡的矛

盾，防止以此逃避纳税的现象。视同销售行为中的某些行为

由于不是以资金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会出现无销售额的现象

，因此，税法规定，对于视同销售征税而无销售额的按下列

顺序确定销售额：按纳税人当月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

定；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按组

成计税价格确定，即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 成本利润率)。 (

一)代销与委托代销的税务筹划 代销行为是视同销售行为中比

较典型的特殊销售行为，代销通常有两种方式：收取手续费

方式和视同买断方式，收取手续费方式是受托方根据所代销

的商品数量向委托方收取手续费，这对受托方来说是一种劳



务收入；视同买断方式由委托方和受托方签订协议，委托方

按协议价收取所代销的货款，实际售价可由双方在协议中明

确规定，也可由受托方自定，实际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

归受托方所有，这种销售仍是代销，委托方只是将商品交给

受托方代销，并不是按协议价卖给受托方。因此，明确了企

业的代销方式，有助于合理选择对企业有利的代销方式，达

到税务筹划的目的。 例如，A企业为一般纳税人生产企业，B

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商业企业，A企业欲同B企业签订一项代销

协议，由A企业委托B企业代销产品，不论采取何种销售方式

，A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以每件0.1万元的价格销售。代销协

议方案有两个：一是采取代销手续费方式，B企业以每件0.1

万元的价格对外销售A企业的产品，根据代销数量，向A企业

收取20%的代销手续费，即B企业每代销一件A企业的产品，

收取0.02万元手续费，支付给A企业0.08万元；二是采取视同

买断方式，B企业每售出一件产品，A企业按0.08万元的协议

价收取货款，B企业在市场上仍要以每件0.1万元的价格销售A

企业的产品，实际售价与协议之间的差额，即每件0.02万元

归B企业所有。假定到年末，A企业的进项税额为12万元，B

企业售出该产品1000件。A、B企业应当采取哪一种方案较为

适合？ 方案1：A企业应纳增值税额=1000×0.1×17%-12=5(万

元)。B企业应纳增值税额=1000×0.1×17%-1000×0.1×17%=0

。B企业应纳营业税额=1000×0.02×5%=1(万元)。A企业与B

企业应纳税流转税额合计为6万元(5 1)。 方案2：A企业应纳

增值税额=1000×0.08×17%-12=1.6(万元)。B企业应纳增值税

额=1000×0.1×17%-1000×0.08×17%=3.4(万元)。A企业与B

企业的应纳流转税额合计5万元(1.6 3.4)。 方案2与方案1相比



：A企业应纳增值税额减少3.4万元(5-1.6)，B企业应纳流转税

额增加2.4万元(3.4-1)，A企业与B企业应纳流转税额合计减少1

万元。因此，作为A企业而言应当选择方案2，作为B企业而

言应当选择方案1；作为A、B企业的共同利益而言应当选择

方案2。 在实际运用时，视同买断代销方式会受到一些限制

：首先，采取这种方式的优越性只能在双方都是一般纳税人

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体现，如果一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则受托

方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就不宜采取这种方式。其次，节约

的税额在双方之间如何分配可能会影响到该种方式的选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采取收取手续费方式相比，在买

断方式下，双方虽然共节约税款1万元，但A企业节约3.4万元

，B企业要多缴2.4万元。所以A企业如何分配节约的3.4万元，

可能会影响B企业选择这种方式的积极性。A企业可以考虑首

先要全额弥补B企业多缴的2.4万元，剩余的1万元也要让利

给B企业一部分，这样才可以鼓励受托方选择适合双方的代销

方式。来源：www.examda.com来源：考试大来源：考试大的

美女编辑们 (二)行政区划变更的税务筹划 我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规定，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

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移送环

节视同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这一视同

销售的规定，是以县(市)区划为界限的，因此，统一核算的

机构间的货物调拨就有税务筹划的可能。随着一些地区经济

的发展，地区的行政级别往往被提升，比较普遍的是县改市

、县改区、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等。有时，相邻两个地区会

发生行政区划的合并或分立，从而导致行政区划的变更。行

政区划的变动便为增值税的税务筹划提供了空间。 例如，B



县的甲企业是一家饮料企业(一般纳税人)，其产品主要通过

甲企业在A市的各个区设立的统一核算的分支机构销售，预

计销售成本为200万元，进项税额为25万元，企业销售总额

为300万元，各分支机构的市场销售总额为350万元，后经批

准A市将邻近地区的B县划入其管辖范围，并将B县升格为A市

的B区。B县行政区划的变更对甲企业的增值税税负有多大的

影响？ 1.B县在划入A市前：应纳增值税额=300×17%-25 350

×3%=36.5(万元)。因为甲企业调拨给A市的各分支机构的饮

料，尽管未销售，还在分支机构，但都要作销售处理。同时

由于其分支机构不是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要

按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2009年增值税转型后，小规模纳税

的征收率统一为3%)，便形成了“双重”征税。 2.B县在划

入A市后：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B县变成A市的B区，甲企业

和其分支机构处在同一市内，甲企业调拨给分支机构的货物

不属视同销售，分支机构不用“双重”纳税，甲企业将所有

产品交由分支机构出售，保证了较好的利润。应纳增值税

额=350×17%-25=34.5(万元)。来源：考试大来源：考试大来

源：考试大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百考试题论坛百考试题－全

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

出，企业运用行政区划的变动，合理设置关联机构，从而降

低增值税税负2万元(36.5-34.5)。 纳税人应当注意的是：虽然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机构间移送货物视同销

售，以县(市)为界限，但各地在执行中对县(市)范围的规定是

有区别的，如有的直辖市规定在全市范围内移送货物，都不

作为视同销售，没有县、区的区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