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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

师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

之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

机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

提供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

方案、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

建议以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

注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

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

的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

构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

丰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

够为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

供精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

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建外 SOHO 西区 11 号楼 2504

室 

营改增下的混合销售、混业经营和兼营 

明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武礼斌  撰写 

 

新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营改增”）试点办法首次引入了“混

业经营”的概念，而现行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制度中，还存在“混

合销售”和“兼营”的概念。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一定的

交叉。实践中，纳税人经常混淆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及税务

处理的不同，并引发相应的涉税风险。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三个

概念的区别及税务处理的不同。 

   

一、 混合销售及其税务处理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为混

合销售行为。混合销售，包括交纳增值税的混合销售和交纳营

业税的混合销售。 

   

除有特殊规定外，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

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货物

的销售额和收取的服务费一并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

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统一交纳营业税。

实践中，通常以纳税人登记的主营业务来区分“从事货物的生

产、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和“其他纳税人”。 

 

如以设备生产为主业的纳税人在销售货物的同时提供安装服

务，就属于交纳增值税的混合销售行为。而作为营业税应税服

务领域的邮政局，提供邮政服务的同时销售集邮商品（如邮票），

则属于交纳营业税的混合销售。其他行业销售集邮商品的行为，

则属于纯粹的货物销售行为，应交纳增值税。邮局非在提供邮

寄服务过程中销售集邮商品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兼营行为”，

但法律特别规定这种“兼营行为”也只交纳营业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纳

税人的下列混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货物的销售额和非增

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并根据其销售货物的销售额计算缴纳

增值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不缴纳增值税；未分别核

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货物的销售额：（1）提供建筑业

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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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之后，原来交纳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改为交纳增值税。相应的，原来的某些“混

合销售”行为，可能不再符合“混合销售”的概念，

而更像是营改增试点制度中的“混业经营”。这导致实

务中对这部分应税事项是按“混合销售”进行税务处

理还是按“混业经营”进行税务处理产生争议。按混

合销售的定义，“混合销售”必须是增值税应税销售和

营业税应税服务的混合。笔者认为一项销售行为如果

既涉及货物销售或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又涉及营改增

应税服务，应属于营改增试点制度中的“混业经营”，

应按“混业经营”进行税务处理。 

   

例如，某生产企业销售设备同时提供运输服务，设备

不含税价为 1000，运费为 117，营改增之前按“混合

销售”进行税务处理，应纳的增值税为[1000+117÷

(1+17%)]×17%=187。营改增之后应按“混业经营”进

行税务处理。 

   

二、 混业经营及税务处理 

   

“混业经营”是营改增试点办法中首次引入的概念，

仅适用于试点纳税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

证增值税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 号）的规定，

混业经营是指试点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率或者征收

率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

的行为。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混业经营”仅适用增

值税征税范围内的应税事项的“兼有”；而“混合销售”

则是一项销售行为中同时涉及增值税应税事项和营业

税应税事项。如果纳税人同时，但非在统一销售行为

中，提供增值税应税事项和营业税应税事项，则属于

“兼营”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试点办法在“混业经营”的定义中用

了“兼有”，而非“兼营”的表述以区别于现行增值税

或营业税制度中的“兼营”。“兼有”，既包括在同一销

售行为中同时涉及“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或者应税服务”，也包括“兼营”适用不同税率或者

征收率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

服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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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从事“混业经营”的，应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按

以下方法从高适用税率或征收率： 

   

（1） 兼有不同税率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从高适用税率。 

   

（2） 兼有不同征收率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从高适用征收率。 

   

（3） 兼有不同税率和征收率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从高适用税率。 

   

营改增后，增值税的适用税率包括 17%、13%、11%、6%和零税率五种，征收率主要有 6%、4%和 3%三档。

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兼有上述适用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增值税应税事项，但未能对上述事项分别核算的，

则根据其实际经营的应税事项中适用最高一档的税率或征收率进行征收。 

   

以上述生产企业销售设备的同时提供运输服务为例，营改增后企业销售设备的行为和提供运输服务的

行为都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行为。设备销售适用 17%的增值税税率，交通运输服务适用 11%的增值税税率。

如该企业属于试点纳税人且能单独核算设备销售额和运输服务的营业额，则应纳的增值税为 1000×

17%+117÷(1+11%)]×11%≈181.6；如未分别核算设备销售额和运输服务销售额，则统一按 17%的税率

征收增值税，应纳增值税为：1000×17%+117÷(1+17%)]×17%=187。 

   

三、 兼营及其税务处理 

   

综合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和营改增试点制度的相关规定，兼营可分为如下三类： 

   

（1） 兼营营业税应税事项和增值税应税事项。纳税人兼营营业税应税劳务和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货物

销售、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营改增应税服务，应当分别核算营业税应税行为的营业额和增值税应税行

为的销售额，分别缴纳营业税或增值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行为营业额。 

   

（2） 非营改增试点增值税纳税人兼营适用不同增值税税率的货物或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应当分别核

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3） 兼营减税、免税项目。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

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

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额+非增值税

应税劳务营业额+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当期全部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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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讯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撰写，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建议或

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newsletters@minterpku.com 或者致电

010-59009170 

本文讨论的与“混合销售”和“混业经营”并列的“兼营”指上述第一类兼营，是指纳税人既经营货

物销售或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或应税服务，又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但销售货物、提供增值税应税服

务或营业税应税劳务不同时发生在同一购买者身上，且从事的营业税应税劳务与某一项销售货物或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或增值税应税服务并无直接的联系和从属关系。增值税应税事项和营业税应税事项不

在同一行为中发生，是“兼营”与“混合销售”的最大区别。“兼营”与“混业经营”的本质区别则在

于，“兼营”是同时从事增值税应税行为和营业税应税行为，而“混业经营”则必须是营改增试点纳税

人（不包括非试点纳税人）“兼有”适用不同税率的增值税应税范围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或者应税服务（不包括增值税应税应为和营业税应税行为的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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