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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的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往往“混搭”进行，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认为应充分利用税

收政策，从纳税人身份等四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合法降低企业税负。

【关键词】兼营 混合销售 税务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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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中航工业北京瑞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0022冤

兼营与混合销售行为“混搭”的税务筹划

一、兼营非应税劳务与混合销售行为的税法规定

兼营非应税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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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事的非应税

劳务与某一项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无直接联系。纳税人

兼营非应税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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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征收

增值税，对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营业额）按适用税率征收营

业税。同时，增值税实施细则还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

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时，应当一并征收增值税的，其

销售额为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与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合计，该

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应视同含税销售额处理。其兼营的非应

税劳务所用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凡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规

定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混合销售行为是指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

又涉及非应税劳务的行为，且销售货物与提供非应税劳务之

间无直接联系。税法规定，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

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以及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

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

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

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不征收增值

税。增值税实施细则规定，混合销售行为如属于应当征收增值

税的，其销售额应是货物与非应税劳务销售额的合计，其非应

税劳务的销售额应视同含税销售额，且该混合销售行为涉及

的非应税劳务所耗用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凡符合增值税暂

行条例规定的，在计算该混合销售行为增值税时，准予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

二、两种行为“混搭”的税务筹划方法

由于增值税与营业税税率不同，纳税人在发生兼营与混

合销售行为“混搭”时，应选择税负较轻的税种，常用方法有无

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判别法和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判别法。

1. 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判别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增

值额为计税基础，营业税纳税人以全部收入为计税基础。当某

件商品售价相同时，税负高低主要取决于增值率的大小，增值

率较高的企业适合做营业税纳税人；反之，适合做增值税纳税

人。当增值率达到某一数值时，两类纳税人税负相等，这一点

叫无差别平衡点，在这一点的增值率就叫无差别平衡点增值

率。其计算原理为：

一般纳税人应纳增值税越销项税额原进项税额越销售额伊

增值税税率原销售额伊（1原增值率）伊增值税税率越销售额伊增

值税税率伊［1原（1原增值率）］越销售额伊增值税税率伊增值率

营业税纳税人应纳营业税越含税销售额伊营业税税率越

销售额伊（1垣增值税税率）伊营业税税率

若一般纳税人应纳增值税等于营业税纳税人应纳营业

税，则有：销售额伊增值税税率伊增值率越销售额伊（1垣增值税

税率）伊营业税税率。

公式化简得：增值率越（1垣增值税税率）伊（营业税税率衣

增值税税率）。

当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率为17%，营业税率为5%时，得：

增值率越34.41%

注：增值率越（销售额原可抵扣购进项目金额）衣销售额

这说明，当增值率等于34.41%时，纳税人的兼营与混合销

售行为作为增值税纳税人和作为营业税纳税人的税负相等。

当增值率大于34.41%时，纳税人选做营业税纳税人税负较轻；

反之，做增值税纳税人税负较轻。

同理，当增值税率分别为17%、13%，营业税率分别为5%、

3%时，得下表：

例：某建筑材料企业，从事建筑材料销售业务的同时，还

对外承接安装工程作业。假定该企业某年度混合销售行为较

多，当年建筑材料的销售额为400万元，可抵扣购进项目金额

为360万元，取得施工作业收入为360万元，增值税税率为

17%，营业税税率为3%。

增值率越（销售额-可抵扣购进项目金额）衣销售额越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率

17%

17%

13%

13%

营业税纳税人税率

5%

3%

5%

3%

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

34.41%

20.65%

43.46%

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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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垣360原360）衣（400垣360）越52.63%

其增值率大于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20.65%，此时，企业应

运用一系列的专门方法进行筹划，使自己成为营业税纳税人，

从而减轻税收负担。

2. 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判别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增

值额为计税基础，增值额的大小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有关，

一般来说，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多，适合做增值税纳税人；反

之，适合做营业税纳税人。当抵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达到某一

数值时，两类纳税人税负相等，这一点叫无差别平衡点，在这

一点的抵扣率就叫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其计算原理为：

一般纳税人应纳增值税越销项税额原进项税额越销售额伊

增值税税率原销售额伊（1原增值率）伊增值税税率越销售额伊增

值税税率伊［1原（1原增值率）］越销售额伊增值税税率伊增值率越

销售额伊增值税税率伊（1原抵扣率）

注：进项税额越可抵扣购进项目金额伊增值税税率越销售

额伊（1原增值率）伊增值税税率

营业税纳税人应纳营业税越含税销售额伊营业税税率越销

售额伊（1垣增值税率）伊营业税税率

若一般纳税人应纳增值税等于营业税纳税人应纳营业

税，则有：销售额伊增值税税率伊（1原抵扣率）越销售额伊（1垣增

值税税率）伊营业税税率。

当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率为17%，营业税纳税人税率为5%

时，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为65.59%，此时，作为增值税纳税人

和作为营业税纳税人税负相当；而当抵扣率大于65.59%时，做

增值税纳税人税负较轻；反之，做营业税纳税人税负较轻。

同理，当增值税税率分别为17%、13%，营业税税率分别为

5%、3%时，得下表：

接上例：抵扣率=可抵扣购进项目金额衣销售额越360衣（400垣

360）越47.4%。小于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79.35%，此时，企业应

运用一系列的专门方法进行筹划，使自己成为营业税纳税人，

从而减轻税收负担。

三、两种行为“混搭”税务筹划的基本思路

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的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往

往“混搭”进行，此时，应充分运用税收政策进行筹划，合法降

低企业税负。

1. 合理选择纳税人身份。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税法对

混合销售行为按照“经营主业”来判断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

经营主业的认定是以年营业额或货物销售额是否超过50%来

确定的。兼营的纳税原则是对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征收增值

税，对提供非应税劳务征收营业税。企业通常会根据增值率或

抵扣率的大小判断是做增值税纳税人还是做营业税纳税人。

当增值率偏大或抵扣率偏小时，企业会选择做营业税纳税人，

反之，企业会选择做增值税纳税人。

（1）如果选择做营业税纳税人。当纳税人发生兼营行为

时，首先应将兼营行为转化为混合销售行为。在混合销售方式

下，通过改变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的价格，使应税劳务价格占

到应收总价款50%以上。

（2）如果选择做增值税纳税人。当纳税人发生兼营行为

时，首先应将兼营行为转化为混合销售行为。在混合销售方式

下，通过改变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的价格，使销售货物的价格

占到应收总价款50%以上。

2. 变混合销售为兼营行为，实施分别核算、分别纳税。

（1）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兼

营与混合销售行为“混搭”时，一般来说，提供应税劳务允许抵

扣的进项税额较小，企业应尽可能地将混合销售行为变为兼

营行为，实施分开核算、分别纳税，对所销售的货物缴纳增值

税，劳务缴纳营业税，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如前例，该企业为增值税纳税人，若其行为是混合销售行

为时，企业应缴纳的税款是：（400垣360）衣（1垣17%）伊17%原

360衣（1垣17%）伊17%越58.12（万元）

而将此混合销售行为转化为兼营行为时，则销售货物缴

纳增值税，而提供劳务部分缴纳营业税，其应缴纳的税款是：

400衣（1垣17%）伊17%原360衣（1垣17%）伊17%垣360伊3%越16.61（万

元）。该税收筹划使企业少缴税款41.51万元。

（2）企业为营业税纳税人。营业税纳税人为了增强获利能

力，在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的同时，销售增值税应税商品或

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其所销售的商品和提供的增值税应税

劳务一般是按小规模纳税人来征收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税率为3%，营业税税率范围是3% ~ 20%，增值税销售

额一般为含税销售额，此时，企业应尽可能地将混合销售行

为变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行为，分开核算、分别纳税，对销售

货物部分缴纳增值税，对提供劳务缴纳营业税，以达到节税

的目的。

如前例，该企业为营业税纳税人，若其行为是混合销售行

为时，企业应缴纳的税款是：（400垣360）伊3%越22.8（万元）

而将此混合销售行为转化为兼营行为时，则销售货物部

分缴纳增值税，而提供劳务部分缴纳营业税，其应缴纳的税款

是：400衣（1垣3%）伊3%垣360伊3%越22.45（万元）

该税收筹划使企业少缴税款0.35万元。

3. 设立独立核算的专门服务公司，改变混合销售业务的

性质。如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是销售货物的，同时拥有运输工

具，若其为混合销售行为，则运输工具对应的进项税可以抵

扣。这时，可以根据运输工具的新旧程度估计可抵扣进项税的

大小，当可抵扣进项税额较小时，可考虑设立独立核算的专门

服务公司，改变混合销售业务的性质为兼营业务，销售货物部

分缴纳增值税，劳务部分缴纳营业税。

如果某生产企业拥有运输车辆，当期销货支付的运输费

为X，车辆可抵扣的物耗金额为Y，如果将自有车辆单独设立

运输公司，生产企业的运输任务交由运输公司承担，即为兼营

业务。企业要付给运输公司运费，对此公司要交3%的营业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率

17%

17%

13%

13%

营业税纳税人税率

5%

3%

5%

3%

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

65.59%

79.35%

56.54%

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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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对民族地区的均衡转移目前已形成由税收返还、财力转移、一般转移以及专项转移所构成的转移支付体

系。这种由历史变迁而初步形成的民族地区财政转移制度的总体结构具有复杂性，所采取的渐进方式有利于减少改革阻

力，但由此形成的制度也延续了旧体制的弊端，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缺陷，对此，本文提出加大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

完善现行制度的构想。

【关键词】民族地区 转移支付制度 分税制

代士林渊博士冤

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州 510225冤

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转移支付制度设计

为了均衡地区间财力的差距，中央政府在财力上向经济

落后地区倾斜，这种对收入的再分配行为就是转移支付。如果

没有财政均衡，就难以形成全国性统一、完整的市场，经济地

理空间将会分离破碎，影响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因此，在兼

顾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科学、规范的政

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既有助于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又有

助于平衡地区间的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完善财政体制的重要

内容，也是衡量分税制改革是否取得效果的关键因素。

一、现行的民族地区财政体制发展的基本进程

1援 分税制保留了原有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和专项

拨款政策。20世纪 90年代后，随着国家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

代以及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推行实施，民族地区绝大部分财政

优惠政策由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相继失去作用而名存实

亡。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地区产业竞争能力弱、企业经济效益普

遍差、农牧业生产水平低、资金来源十分有限，因而不得不面

对严重的财政赤字，甚至出现连基本的温饱问题财政都难以

保障的被动局面。

2援 通过公式化均衡的实现方式的变化，逐步简化、并统

一转移支付制度。1995年，为了配合分税制实行，中央发布了

过渡时期的转移支付方案，1997年则依据标准的收支之差、

同时，销货企业可以扣除7%的进项税，那么站在企业整体的

角度来看，收支双方一抵一交，相当于运费扣除了4%的税金，

即7%X原3%X越4%X。若为混合销售行为，则车辆运营过程中

的物耗可扣除进项税额为17%Y。那么，当4%X越17%Y时，混合

销售与兼营行为税负相当，此时Y衣X越23.53%。即，当运费中

可扣税物耗的比率为23.53%时，是否将自营车辆单独设立运

输公司对企业的总体税负没有影响，这一点被称为运费扣税

平衡点。但是，当运费中可扣税物耗的比率小于23.53%时，应

考虑将自营车辆单独设立运输公司，变混合销售为兼营行为，

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例：某电器设备生产企业，年销售额为25 000万元（不含

税），收取的运费为500万元（其中自营汽车耗用的油料及维修

费抵扣进项税额50万元），进项税额为285万元。50衣500越10%<

23.53%，企业应将自营车辆单独设立运输公司以达到节税的

目的。

（1）本例中，企业若与客户签订购销合同，则此销售行为

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应纳税额为：

增值税销项税额越25 500伊17豫+500衣（1+17%）伊17%越

4 322.65（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越285+50=335（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越4 322.65原335越3 987.65（万元）

（2）如果企业将自有车辆整合，设立独立核算的运输公司

负责产品运输，则：

生产企业应纳税额为：

增值税销项税额越25 000伊17豫越4 250（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越285+500伊7%=320（万元）

应纳增值税额越4 250原320越3 930（万元）

运输公司应纳税额为：

应纳营业税越500伊3豫越15（万元）

该企业共计应缴纳的税金为越3 930垣15越3 945（万元）

如果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的话，节税力

度将更大。

总之，当企业发生兼营与混合销售行为“混搭”业务时，可

通过适当的税务筹划节税。但是，若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增值

税应税劳务又涉及营业税应税劳务，或一项业务活动既涉及

货物销售又涉及无形资产转让或不动产销售，税法规定按兼

营行为处理，此时不能转化为混合销售行为进行税务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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