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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产品销售方式繁多，不同的

销售方式可能导致税负的差异，从企业经营管理和追求效益

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销售方式进行合理的安排。

一、企业销售涉及的税收政策

（一）关于增值税

1、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1）将

货物交付他人代销；（2）销售代销货物；（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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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自产或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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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自

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7）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8）将自产、委托

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2、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务，为

混合销售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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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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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混合

销售行为，由国家税务总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

3、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

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

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

4、 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 修理

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转让企业全部产权是整体转让企业

资产、债权、债务及劳动力的行为，因此，其涉及的应税货

物的转让，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增值税。

5、纳税人销售旧货（包括旧货经营单位销售旧货和纳税

人销售自己使用的应税固定资产），无论其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或小规模纳税人，也无论其是否为批准认定的旧货调剂试

点单位，一律按 4% 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不得抵扣进

项税额。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应征消费税的机动

车、摩托车、游艇，售价超过原值的，按照 4% 的征收率减

半征收增值税；售价未超过原值的，免征增值税。旧机动车

经营单位销售旧机动车、 摩托车、游艇，按照 4% 的征收率

减半征收增值税。

（二）关于营业税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税 [2003] 16号）规定：（1）单位和个人在提供营业税

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时，如果将价款与折

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的，以折扣后的价款为营业额；如

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的，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

从营业额中减除。（2）单位和个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

产和销售不动产时，因受让方违约而从受让方取得的赔偿金

收入，应并入营业额中征收营业税。（3）金融企业（包括银行和

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从事股票、债券买卖业务以股票、债

券的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买入价依照财务

会计制度规定，以股票、债券的购入价减去股票、债券持有

期间取得的股票、债券红利收入的余额确定。（4）金融企业买

卖金融商品（包括股票、债券、外汇及其他金融商品，下同），

可在同一会计年度末，将不同纳税期出现的正差和负差按同

一会计年度汇总的方式计算并缴纳营业税，如果汇总计算应

缴的营业税税额小于本年已缴纳的营业税税额，可以向税务

机关申请办理退税，但不得将一个会计年度内汇总后仍为负

差的部分结转下一会计年度。（5）金融企业从事受托收款业务，

如代收电话费、水电煤气费、信息费、 学杂费、 寻呼费、社

保统筹费、交通违章罚款、税款等，以全部收入减去支付给

委托方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6）经中国人民银行、原外经

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从事融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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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业务的，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

值）减除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

额。以上所称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货

物的购入价、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运杂费、安装费、保

险费和贷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7）劳务

公司接受用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排劳动力，凡用工单位将其

应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和为劳动力上交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

保险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下同）以及住房

公积金统一交给劳务公司代为发放或办理的，以劳务公司从

用工单位收取的全部价款减去代收转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和为

劳动力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营业额。（8）通

信线路工程和输送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电缆、光缆和构成管道

工程主体的防腐管段、管件（弯头、三通、冷弯管、绝缘接头）、

清管器、收发球筒、机泵、加热炉、金属容器等物品均属于

设备，其价值不包括在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中。其他建筑安装

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也不应包括设备价值，具体设备名单可由

省级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列举。（9）经地方税务机

关批准使用运输企业发票，按“交通运输业”税目征收营业

税的单位将承担的运输业务分给其他运输企业并由其统一收

取价款的，以其取得的全部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运输企业的

运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10）旅游企业组织旅游团在中国境内

旅游的，以收取的全部旅游费减去替旅游者支付给其他单位

的房费、餐费、交通、门票或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

游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11）从事广告代理业务的，以其全部

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或广告发布者（包括媒体、 载

体）的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12）从事物业管理的单

位，以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全部收入减去代业主支付的水、电、

燃气以及代承租者支付的水、电、燃气、房屋租金的价款后

的余额为营业额。（13）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动产

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

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

让抵债所得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以全部收入减去抵债

时该项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作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2、纳税人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包括建

筑、安装、装饰、修缮等工程总包和分包合同，下同）方式开

展经营活动时，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并同时

提供建筑业劳务（包括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其他工程作

业，下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对销售自产货物和提供增

值税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征收增值税，提供建筑业劳务收入

（不包括按规定应征收增值税的自产货物和增值税应税劳务收

入）征收营业税：（1）具备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施工（安

装）资质；（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中单独注明建

筑业劳务价款。凡不同时符合以上条件的，对纳税人取得的

全部收入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此处自产货物是指：

金属结构件，包括活动板房、钢结构房、钢结构产品、金属

网架等；铝合金门窗；玻璃幕墙；机器设备、电子通讯设备；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自产货物。

3、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为有偿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

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行为。转让企业产权是整体转让企业

资产、债权、债务及劳动力的行为，其转让价格不仅仅是由

资产价值决定的，与企业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的行为

完全不同。因此，转让企业产权的行为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

围，不应征收营业税。

4、 住房专项维修基金是属全体业主共同所有的一项代

管基金，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鉴于住房专项维修基金资金所有

权及使用的特殊性，对房地产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公积

金管理中心、开发企业以及物业管理单位代收的住房专项维

修基金，不计征营业税。

（三）关于企业所得税

1、 企业的一切收入，包括向买方收取的各种价内外基

金（资金、附加）和收费，除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明确规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项目外，都应并入企业的收入

总额，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企业收取和交纳的各种价内外

基金（资金、附加、收费），属于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收取，并

按规定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内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的，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并允许企业在计算交

纳企业所得税时做税前扣除；企业收取和交纳的各项收费，

属于国务院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并按规定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内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并允许企业在

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时做税前扣除。

2、 纳税人在基本建设、 专项工程及职工福利等方面使

用本企业的商品、产品的，均应作为收入处理；纳税人对外

进行来料加工装配业务节省的材料，如按合同规定留归企业

所有的，也应作为收入处理。

3、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

生产性机构、捐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

励等方面时，应视同对外销售处理。其产品的销售价格，应

参照同期同类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没有参照价格的，应按

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法组成计税价格。

二、 企业销售的税收筹划

（一）促销方式的税收筹划

对于商场而言，常用的促销方式有让利销售、赠送购物

券、返还现金等，在不同的促销方式下，税收负担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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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利销售方式下，税法规定如果销售额和折扣在同一发票上

分别注明，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如果

将折扣额另开发票，无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

售额中扣减折扣。在具体操作中可以直接按照让利后的销售

价格开具发票，既未违反税法，又提高了销售业绩。赠送购

物券，其实质是在发生销售的基础上进一步赠送商品，赠送

的商品属于视同销售的范围，在财务上应作销售处理，同时

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而这部分个人所得税一般是由商场

承担的，因而加重了税收负担。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赠送物

品及商场承担的个人所得税是不得在税前扣除的。至于返还

现金，一是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二是该支出不得税前扣

除，其实质是企业净利润的流出，与赠送购物券销售方式相

比，将会承担更大的税负。因此，从税负角度分析，让利销

售应该是商场首选的促销方式。

（二）代销的税收筹划

常见的代销方式有两种：一是收取手续费，即受托方根

据所代销的商品数量向委托方收取手续费，销售价格由委托

方决定，这对受托方来说是一种劳务收入。另一种是将手续

费包含在销售价格中，即视同买断，由委托方和受托方签订

协议，委托方按协议价收取货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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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体现的方式不同，对应的税负也

不同。如果采用第一种单独收取手续费方式，那么对受托方

所取得的手续费就要征收营业税；如果采用第二种手续费包

含在货物销售价格中，那么对受托方取得的手续费就要连同

货物一起征收增值税。在双方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且实际

销售价格一致的情况下，收取手续费方式的整体税负要偏高

一些，主要原因是在整个销售过程中增加了营业税。从双方

共同利益出发，应选择视同买断的代销方式，与第一种相比，

双方合计缴纳的增值税是相同的，但是不用缴纳营业税。
（三）混合销售的税收筹划

税务机关对混合销售行为一般是按“经营主业”来确定

征税的，具有事先约定的特点，一旦确定很难改变，其税收

筹划思路有以下几种：

1、 经营符合混合销售条件的业务时，在企业成立之前

要进行税负测算，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 “经营主业”。如销

售材料同时提供安装的企业就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进行选择。

2、企业已经成立，无法改变“经营主业”，可以通过业

务分拆进行运作，即将混合销售行为分解为单一的缴纳增值

税的销售货物行为和缴纳营业税的提供应税劳务行为，这种

分拆往往要成立新的企业，如锅炉厂将其设计、安装部门分

离出来成立独立核算的安装公司，并由安装公司负责缴纳税

款。一般情况下，分拆出来的公司的收入对应的进项税额很

少，但其适用税率则下降了许多，因此具有较大的节税空间。

类似情况，也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

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征收流转税问题

的通知》（国税发 [2002] 1 17号）文件进行操作。但是，如果

对方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那么该方案的可操作性

就会大大降低。

三、 案例分析

案例一：货物移库是否应视同销售？

某钢厂为便于销售，在各地设立了仓库（不在同一县市），

并派出工作人员负责管理、联络、协助销售这些钢材，派出

工作人员的费用支出以及销售发票的开具和货款的回收均由

该钢厂负责。当地税务局稽查后认为，货物在总分支机构间

的移送应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并要求该钢厂对上述移送的

货物补缴税款并处以罚款。该钢厂认为其在外地租用的仓库

不属于机构，在钢材发往各地仓库时，货物能否售出、售给

谁、售价是多少均不能确定，所以在货物移送时不应做销售

处理。那么货物移库是否应视同销售？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设有

两个以上机构（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并实行统一

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的，应当视同

销售，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该规定强调两个条件：一是

统一核算，二是用于销售。如果是该钢厂与外地仓库各自独

立核算，则应按照正常销售的有关规定分别计算纳税。但在

该例总分支机构统一核算的情况下，关键看是否用于销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属机构间移送货物征收增值税问

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8] 137号）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的第

（三）项所称的用于销售，是指受货机构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

经营行为：（1）向购货方开具发票；（2）向购货方收取货款。受

货机构的货物移送行为有上述两项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所在

地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未发生上述两项情形的，则应由总

机构统一缴纳增值税。如果受货机构只就部分货物向购买方

开具发票或收取货款，则应当区别不同情况计算并分别向总

机构所在地或分支机构所在地缴纳税款。国税函 [2002] 802

号文件进一步补充规定，纳税人以总机构的名义在各地开立

账户，通过资金结算网络在各地向购货方收取销货款，由总

机构直接向购货方开具发票的行为，不具备国税发[1998]137

号文件规定的受货机构向购货方开具发票、向购货方收取货

款两种情形之一，其取得的应税收入应当在总机构所在地缴纳

增值税。在该例中，该钢厂设在外地的仓库并不开发票也不向

购货方收取货款，因此不具备“用于销售”的条件。既然不是

用于销售，也就不构成视同销售，因此不用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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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处置变卖积压存货是否需要税务机关审批？

某生产企业有一批长期积压造成贬值的存货，账面价值

100万元，经估算变卖价值约20万元（不含税），如果处置将

形成损失 80万元，该损失税前扣除是否需要税务机关审批？

《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 [2005] 13号）第六条规定，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因销

售、转让、变卖资产发生的财产损失，各项存货发生的正常

损耗以及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报废清理发生

的财产损失，应在有关财产损失实际发生当期申报扣除。就

是说符合该条规定处置变卖资产形成的损失不用审批，纳税

人可以申报扣除。第七条规定，企业因自然灾害、战争等政

治事件等不可抗力或者人为管理责任，导致现金、银行存款、

存货、短期投资、固定资产的损失，须经税务机关审批才能

在申报企业所得税时扣除。根据上述政策，该企业发生的存

货损失是否需要审批后才可以扣除呢？该批存货是因长期积

压的原因导致损失，没有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那么该批存货的长期积压是否与人为管理责任有关

呢？如果与人为管理责任有关，则应当进行审批，如果无关，

则不用审批。笔者认为，是否与管理责任有关的界定尺度是

比较模糊的，弹性比较大，在此不能妄下结论，企业如果遇

到类似问题，应当咨询当地税务机关后再进行运作。

另外，需要审批的情况实际上属于非正常销售业务，根

据增值税实施细则的规定，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或应

税劳务发生非正常损失（指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损耗外的损

失，包括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发生霉烂变质等损失及

其他非正常损失等）情况的，应将该项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的

进项税额从当期发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无法准确确定该项

进项税额的，按当期实际成本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额。因此

形成损失的存货包含的进项税额应当转出 13 .6 万元（80 ×

17%），实际损失 93.6万元（存货成本损失 80万元、进项税额

转出 13.6万元），变卖该批存货需要缴纳增值税3.4万元（20

× 17% ），须合计缴纳增值税 17万元。而不用审批的情况下

也就是一笔正常的销售业务，购买该批存货包含的进项税额

不用转出，该企业变卖该批存货需要缴纳增值税3.4万元（20

× 17% ）。从企业最终实现利润的情况看，不要审批比需要

审批的情况下少发生损失 13.6万元（93.6-80），因此可以多

实现利润 13.6 万元。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 分行

  山 东齐鲁税务师事务所）

责任 编辑  刘 莹

词条·动态词条

垃圾债券一词译自英文 J nkkbond、最早起源予美国。20世纪 70年 代以前.垃圾债券主要是一些小型 公司

为开拓业务筹 集资念而 发行的，由于这种债券的信 用受到怀疑，问津者较 少。20世纪 70年代末期以 后.垃圾

债券逐渐成为投 资者狂热追捧的投 资工具，到 80 年 代中期达到鼎矗时期。在整 个 80年 代.美国各公 司发行垃

圾债券 1 700 多亿美元。垃圾绩豢在美国能风行一时，主要有以下 几个原因 ：一是 80年代初正值美国产业

大规模调整与重组时期，由此引 发的更新、并购所需资金单靠 股市是远远不够的，加 上在产业调整 时期这砻企

业风险较大，以盈幸ll为目的的商业银行不能 完全满足其资金需求。二是美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反映 在证券市场

上.就是放松对有价证券 发行人的审查和管理，造成素质低下的垃圾债券纷纷出笼。三是杠杆收 购的广 泛运 用，

即小公司通过高负债方式收购较大的公 司。四 是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复苏，经济景 气使证券市场更加 繁荣，人

们对前景抱有美好憧憬.更多池 注意列其高收益而忽略 了风险。然而.巨额的垃圾债券像被砍胀的 大 气泡终有

破 灭的一天。由 于债券质量日趋下降，以及 1987年股灾后 潜在熊市的压 力，从 1 988年开始 ，发行公司无法偿

付高额利息的情况屡有发生，垃圾债券难以 克服“高风险一高利率一高负担一高拖 欠一更高风险……’的恶性

循环圈.逐步衰退。垃圾 债券在英国风行的十年虽 然对美国经济产 生过积极作用.但也遗留下 了严 重后 果，包

括储蓄 信贷业的破产、杠杆收购的恶性 发展、债券市场的严 重混乱及金融 犯罪增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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