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代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支付手续费方式；二是视

同买断方式。目前关于委托代销业务的纳税筹划通常是从以

下两个角度入手研究：一是不同委托代销方式所承担的流转

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负的比较筹划；二是承担不同流转税

引起的税后现金流量值比较，也就是盖地在此方面所采用的

研究角度。本文的研究也将从以上角度出发，并更全面地考虑

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流转税及城建税、所得税等相关税种，

并分析不同情况下的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

一、委托代销方式的选择

在对两种委托代销方式的选择筹划中，将分别从委托方

和受托方的角度来分析。

1. 对委托方有利前提下的选择。由于现在大部分商品为

买方市场，商品卖方单独定价的弹性不大，所以假定两种方式

下约定的售价（含税价）都为 y，手续费为 x，同时以受托方收

益相等为原则，设视同买断价（含税价）为 y原x，委托方的增值

税税率为 T，城建税税率为 7豫，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3豫，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33豫。分析如下：

（1）支付手续费方式。

（3）两种方式比较。

（4）分析结论。由上面两种方式的税后现金流量比较可以

得出，对于委托方，无论其承担的增值税税率为多少，N2始终

大于 N1，故选择视同买断方式比较有利。

2. 对受托方有利前提下的选择。假设基本与上面一致，

设两种方式下约定的售价为 y，手续费为 x，视同买断价为

y原x，受托方的增值税税率为 T1,其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税率

为 T2，营业税税率为 5豫。分析如下：

（1）支付手续费方式。

税后现金流量 N2越y原（y原x）原增值税原城建税及教育费

附加原企业所得税

【摘要】本文首先分别分析了对委托方与受托方有利的委托代销方式的选择，然后分析了关于两种方式下的定价的税

后现金流量平衡点，进行方式选择的最终权衡，最后是关于手续费定价的受托方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分析。本筹划过程中

引入了税后现金流量的研究思想，并进一步考虑了企业所得税等相关税种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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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同买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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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种方式比较。

N1原N2越（63.315%- ）x

（4）分析结论。淤当受托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

收率为4豫），T1=4%、T2越0时，N1-N2<0，则选择视同买断方

式对其较为有利；于当受托方为一般纳税人，委托方同样为一

般纳税人时，T1=T2=17豫或 T1=T2=13豫，N1原N2>0，支付手

续费方式对受托方有利；委托方为小规模纳税人，且不能代开

增值税发票时，T2越0，N1原N2<0, 视同买断方式对受托方有

利；委托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代开增值税发票，T2=4%时，

N1<N2，视同买断方式对受托方有利，T2越6豫时，N1>N2，支付

手续费方式对受托方较有利。

因此，在受托方为小规模纳税人或一般纳税人，而委托方

为小规模纳税人且不能代开增值税发票或只能代开 4豫的增

值税发票时，此项委托代销业务应该采用视同买断方式进行，

这种选择能取得双赢的效果，对双方都有利；当受托方为一般

纳税人、委托方也为一般纳税人或为小规模纳税人但可以代

开 6豫的增值税发票时，双方都会致力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

式，这便存在着一个对委托代销方式的选择权衡问题，同时会

影响手续费或视同买断价格的确定。

二、关于两种方式下的定价的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

正是由于委托代销双方基于自身税负考虑会对委托代销

方式进行讨价还价，不同方式下双方所愿意支付的价款和得

到的收益也并不一样。这里仍然假定代销商品市场定价变动

弹性很小，故两种方式下约定售价不变，为 y，所以只能在手

续费和视同买断价两者中权衡。设手续费为 x1，视同买断价

为 y原x2，这样受托方的收益就为 x1或 x2。

1. 不同税率下委托方的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参考前文

讨论的数据：

（1）支付手续费方式下的税后现金流量

（2）视同买断方式下的税后现金流量

则当 T越17豫时，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比率 t=x1/x2越

84 . 017豫；当 T越 13豫时，t 越 87 . 345豫；当 T 越6豫时，t 越

93.774豫。

分析结果，对于委托方来说，当 x1/x2等于税后现金流量

平衡点比率 t时，两种方式下所获得的税后现金流量相等，当

x1/x2 大于 t时，支付手续费方式下的税后现金流量少于视同

买断方式；反之同理。因此委托方在选择委托代销方式时，只

有当 x1/x2小于 t时，才愿意接受支付手续费方式。

2. 不同税率下受托方的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参考前文

讨论的数据：

（1）支付手续费方式下的税后现金流量 N1越63.315%x1+

（2）视同买断方式下的税后现金流量 N2越

（3）N1原N2越63.315%x1- =0

则当 T2越17%时，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比率 t=x1/x2越

88.907豫；当 T2=13%时，t=92.429%；当 T2=6%时，t=99.231%。

分析结果，对于受托方而言，当 x1/x2等于税后现金流量

平衡点比率 t时，两种方式下所得税后现金流量相等；当 x1/

x2大于 t时，支付手续费方式下的税后现金流量多于视同买

断方式；反之同理。因此受托方只有在 x1/x2小于 t时才愿意

接受视同买断方式。

综上分析，委托方与受托方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不

同方式下的定价选择有利的委托代销方式。

三、受托方关于手续费 x的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

支付手续费方式是委托代销交易的重要形式，因此受托

方收取手续费的定价很重要。在盖地的有关研究中，也是采用

税后现金流量平衡点来考虑问题，但在其研究中仅考虑了增

值税、营业税和城建税等，并没有考虑有关所得税的问题，

在这里考虑不同的增值税进项抵减税额对所得税的影响，

关于受托方在手续费的收取方面要超过一定的平衡点才能

（1）当 T1=T2=17%或 T1=T2=13豫时，即委托方和受托方

均为一般纳税人时，受托方的税后现金流量总能大于零。

（2）当委托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受托方为一般纳税人时，

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委托方不能代开增值税发票，一种是可

以代开增值税发票。淤不能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当 T1=17豫

时，r越16.914豫；T1=13%时，r=13.391%。于可以代开增值税发

票时，当 T1=17%时，若 T2=4%，则 r越12.436%，若 T2=6%，则

r=10.324%，当 T1=13%时，若 T2=4%，则 r=8.915%，若 T2=

6%，则 r=6.803%。

（3）当受托方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 4%）时，

T1越4豫，r越4.477豫。

因此，在支付手续费方式下，受托方必须保证其收取的手

续费与代销商品售价的比率大于 r，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税后

现金流量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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