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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合销售行为的纳税筹划

1援 税法规定。混合销售行为是指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应

税货物或劳务又涉及非应税劳务（即应征营业税的劳务）。需

要解释的是，出现混合销售行为，涉及的应税货物或劳务和非

应税劳务只是针对一项销售行为而言的，两者之间是紧密相

连的从属关系。混合销售行为原则上依据纳税人的“经营主

业”判断是征增值税还是征营业税。在纳税人年货物销售额与

非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若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则

征增值税；若年非应税劳务营业额超过50%，则征营业税。

2援 筹划思路。企业可通过控制应税货物或劳务和非应税

劳务所占比例，来选择是缴纳增值税还是缴纳营业税。那么，

到底选择缴纳增值税还是营业税，就要看两种税的税负轻重。

若企业最终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则需要计算出纳税平

衡点来作为衡量标准。设纳税人含税销售额为S，含税购进金

额为P，含税增值率为R，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营业税税率

为3%。则有：含税增值率R=（S-P）衣S伊100%，应纳增值税税

额=（S-P）衣（1+17%）伊17%=S伊R衣（1+17%）伊17%，应纳营业

税税额=S伊3%。若使两税相等, 则S伊R衣（1+17%）伊17%=S伊

3%。解得R=20.65%，即纳税平衡点增值率为20.65%。

由此可得出结论：当实际增值率等于20.65%时，纳税人缴

纳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负是一样的；当实际增值率小于

20.65%时，纳税人缴纳增值税可以减轻税负，此时，应尽量使

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当实际增值率大于20.65%时，纳税人

缴纳营业税可以减轻税负，此时，应尽量使年非应税劳务营业

额超过50%。

由于增值税税率有13%和17%两种，营业税税率也有3%

和5%两种，按上述公式，增值税与营业税纳税平衡点增值率

便有下表所示的几种情况。

若企业最终可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只要考虑企业适用

的增值税含税征收率与营业税税率的高低，若增值税含税征

收率低于营业税税率，纳税人缴纳增值税可以减轻税负，此

时，应尽量使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若增值税含税征收率高

于营业税税率，纳税人缴纳营业税可以减轻税负，此时，应尽

量使年非应税劳务营业额超过50%。

3援 案例分析。

例1：甲建筑公司可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建筑

材料并代理装潢业务。2008年5月，公司承包一项装潢业务获

得总收入60万元，其中含购进装潢材料款50万元（含增值税）。

该公司销售建筑材料的增值税税率为17%，装潢业务收入的

营业税税率为3%。请对此进行纳税筹划。

含税增值率R=（S-P）衣S伊100%=（60-50）衣60伊100%=

16.67%

根据前面的结论，由于16.67%约20.65%，因此纳税人缴纳

增值税可以减轻税负，此时，企业应尽量使年货物销售额超过

50%。下面进行具体验证。

方案一：缴纳营业税。

应纳营业税税额=60伊3%=1.8（万元）

方案二：缴纳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税额=60衣（1+17%）伊17%-50衣（1+17%）伊17%

=1.45（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0.35万元（1.8-1.45）。

例2：甲公司可认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08年5月销

售设备10台，取得销售额2.5万元。由于设备的特殊性，同时需

由其安装部门为客户提供上门安装服务，取得安装费3万元。

请对此进行纳税筹划。

增值税含税征收率=4%衣（1+4%）=3.85%

营业税税率（建筑业税目）=3%

根据前面的结论，由于3.85%跃3%，因此，纳税人缴纳营业

税可以减轻税负，此时，企业应尽量使年非应税劳务营业额超

过50%。下面进行具体验证。

方案一：缴纳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税额=（2.5+3）衣（1+4%）伊4%=0.2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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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缴纳营业税。

应纳营业税税额=（2.5+3）伊3%=0.165（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0.047万元（0.212-0.165）。

二、兼营不同税种下的应税货物或劳务行为的纳税筹划

1援 税法规定。增值税纳税人在销售应税货物或提供应税

劳务的同时，还兼营非应税劳务（属于营业税规定的征税范

围），或者是营业税纳税人兼营应税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

（属于增值税规定的征税范围），且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和

从属关系，这种经营活动就称为兼营不同税种下的应税货物或

劳务行为，简称兼营行为。兼营行为按照纳税人的核算情况，判

定是分别缴税还是合并缴税：如果分别核算，则分别缴纳增值税、

营业税；如果未分别核算，则合并缴纳增值税，不缴纳营

业税。

2援 筹划思路。若企业最终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是否分

开核算要看劳务（属于营业税规定的征税范围）中允许抵扣的

进项税额是多少，如果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少，即增值额低，

则应分开核算，即分别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否则不分开核

算。在这里，可借用前文表格的结论。

若企业最终可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只要考虑劳务（属于

营业税规定的征税范围）的增值税含税征收率与营业税税率

的高低，若增值税含税征收率低于营业税税率，则最好不分开

核算，合并缴纳增值税；若增值税含税征收率高于营业税税

率，则最好分开核算，即分别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

3援 案例分析。

例3：甲商厦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08年5月共销售商品

50万元（含增值税），本月与销售商品相关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为5.1万元，同时获得餐饮服务收入20万元，适用的营业税税

率为5%，与餐饮服务相关的进货金额为5.85万元（含增值税）。

请对此进行纳税筹划。

含税增值率R=（S-P）衣S伊100%=（20-5.85）衣20伊100%=

70.75%

根据前面的结论，由于70.75%跃34.41%，因此纳税人分开

核算可以减轻税负。下面进行具体验证。

方案一：不分开核算。

应纳增值税税额=（50+20）衣（1+17%）伊17%-5.1-5.85衣

（1+17%）伊17%=4.22（万元）

方案二：分开核算。

应纳增值税税额=50衣（1+17%）伊17%-5.1=2.16（万元）

应纳营业税税额=20伊5%=1（万元）

应纳税款合计=2.16+1=3.16（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1.06万元（4.22-3.16）。

例4：甲计算机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既销售计算

机硬件，又从事软件开发与转让。2008年5月销售硬件收入为

50万元，另接受委托开发转让软件取得收入20万元。请对此进

行纳税筹划。

增值税含税征收率=4%衣（1+4%）=3.85%

营业税税率（转让无形资产税目）=5%

根据前面的结论，由于3.85%约5%，因此，应当选择不分开

核算，合并缴纳增值税。下面进行具体验证。

方案一：分开核算。

应纳增值税税额=50衣（1+4%）伊4%=1.92（万元）

应纳营业税税额=20伊5%=1（万元）

应纳税款合计=1.92+1=2.92（万元）

方案二：不分开核算。

应纳增值税税额=（50+20）衣（1+4%）伊4%=2.69（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0.23万元（2.92-2.69）。

三、兼营同一税种下不同税率的应税货物或劳务行为的

纳税筹划

1援 税法规定。兼营同一税种下不同税率的应税货物或劳

务的，若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货物或劳务的销售额，则按各

自的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计

算应纳税额。

2. 筹划思路。应尽量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货物或劳务

的销售额，以便按各自的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避免从高适

用税率缴税。

3援 案例分析。

例5：甲公司既经营蔬菜运输服务（适用交通运输业税率

3%），又提供餐饮服务（适用服务业税率5%）。2008年5月，该公

司蔬菜运输服务收入为20万元，餐饮服务收入为10万元。请对

此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不分开核算。应按5%的税率从高计算营业税。

应纳营业税税额=（20+10）伊5%=1.5（万元）

方案二：分开核算。蔬菜运输服务收入按交通运输业3%

的税率缴税，餐饮服务收入按服务业5%的税率缴税。

应纳营业税税额=20伊3%+10伊5%=1.1（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0.4万元（1.5-1.1）。

例6：甲农机厂2008年5月生产销售农机（税率为13%）取

得收入20万元（不含税），另外从事对外修理修配业务（税率为

17%）取得收入10万元（不含税）。请对此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不分开核算。

应纳增值税税额=（20+10）伊17%=5.1（万元）

方案二：分开核算。

应纳增值税税额=20伊13%+10伊17%=4.3（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0.8万元（5.1-4.3）。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纳税人对混合销售与兼营行为的纳

税筹划，需事先得到税务机关的批准与认可，以降低纳税筹划

风险，获得正当的节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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