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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出口业务出口退税的计算及账务处理

为鼓励外贸业务的发展，国家目前对外贸生产企业实行

“免、抵、退”出口退税政策。免：免征出口销售环节的增值税。

抵：出口货物所耗用的物料所含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抵顶内

销货物的应纳税额。退：当月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

时，对未抵顶完的部分予以退税。

出口退税计算方法分以下几步：

1. 计算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应纳税额越当期内销货物的
销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原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
额）原上期留抵税额。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
额越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
出口货物退税率）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
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越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伊
（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率）。

2. 分析。如果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纳税额>0，则不
继续下面的计算，按照计算的应纳税额纳税。如果上述公式计

算出的当期应纳税额<0，即有期末留抵税额，此时需要继续
下面的计算。

3. 计算免抵退税额。免抵退税额越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
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退税率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抵退税
额抵减额越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伊出口货物退税率。

4. 判断。淤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臆当期免抵退税额，
则：当期应退税额越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越当期
免抵退税额原当期应退税额。于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逸当
期免抵退税额，则：当期应退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免
抵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原当期应退税额越0。

例 1：假设某企业无内销业务，本期出口销售 200万元，
征税率 17豫，退税率 13豫，国内采购物料 100万元，进项税 17
万元。其账务处理如下：

（1）外购原材料时。借：原材料等科目100，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贷：银行存款等科目 117。
（2）产品外销时。借：银行存款等科目 200；贷：主营业务

收入 200。

（3）计算当月出口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即剔税）。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越200伊（17豫原13豫）越8（万
元）。借：主营业务成本 8；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转出）8。
（4）计算应纳税额。当期应纳税额越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

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原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原
上期留抵税额越0原（17原8）原0越原9（万元）。
（5）计算免抵退税额。免抵退税额越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

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退税率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越200伊
13豫越26（万元）。
（6）确定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期末留抵税额 9万元<免

抵退税额 26万元，当期应退税额越期末留抵税额越9（万元），
当期免抵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原当期应退税额越26原9越17（万
元）。借：应收补贴款———出口退税（应退税额）9；贷：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应退税额）9。借：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应纳税额（免抵额）17；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免抵额）17。
（7）收到退税款。借：银行存款 9；贷：应收补贴款———出

口退税 9。
（8）当期应交税金越8垣9原17越0（万元），当期实际承担税

收越17-9=8（万元），税负越8衣200=4%，即：当期实际承担税
收越外销收入伊（征税率原退税率）越8（万元）。

对于企业一般的出口业务来说，其承担的税负即为征税

率与退税率之差。

二、来料加工出口方式出口退税的计算及账务处理

来料加工是由外商提供一定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

由我方加工企业根据外商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外商销

售，由我方收取加工费的业务。对来料加工贸易，海关的政策

是：淤对进口材料全额免税，货物出口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加
工企业加工费免征增值税、消费税；于对出口货物耗用国内材
料支付的进项税不得抵扣，应计入成本。因此，来料加工实行

出口免税但不予退税的政策。

1. 收到来料时，不编制会计分录，只对“受托加工来料”

三种出口方式的退税计算及账务处理

张淑凤 沈晓玲

渊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4冤
【摘要】在不同出口方式下，我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存在一定差异。由此纳税人可以选择合适的出口方式，获得优惠的

退税政策，从而降低自己的税负，节约经营成本。本文列示了三种出口方式退税的计算方法及账务处理，并对三种出口方式

当期实际承担的增值税税负进行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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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科目中对应的材料明细账进行数量登记。

2. 领取“来料”及其他材料用于制造加工产品时，对“来
料”领取的处理同上，对领取其他材料时借记“生产成本”科

目，贷记“原材料”等科目。

3. 产品完工时，借记“库存商品”科目，贷记“生产成本”
等科目。

4. 出口销售收取加工费等，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
“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结转销售成本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

例 2：假设某企业无内销业务，来料加工进口物料 100万
元（免税进口），国内采购辅料成本 100万元，进项税 17万元，
出口销售加工费 200万元，征税率 17豫，退税率 13豫。加工费
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出口货物耗用国内材料支付进项税金不

得抵扣，应计入成本，因此进项税 17万元计入成本。
其会计分录：借：主营业务成本 17；贷：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7。
当期应交税金越17（万元），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国内采购

辅料成本伊17豫越17（万元），税负越17衣200=8.5豫。
三、进料加工出口方式出口退税的计算及账务处理

进料加工是指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用外汇购买进口

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包装材料，经生产加工成成品或半

成品返销出口的业务。对进料加工贸易，海关的政策是：淤对
进口材料按 85豫或 95豫的比例免税或全额免税；于货物出口
按“免、抵、退”政策计算退（免）增值税。

例 3：假设某企业无内销业务，进料加工进口物料 100万
元（免税进口），国内采购辅料成本 100万元，进项税 17万元，
出口销售收入 300万元，征税率 17豫，退税率 13豫。
（1）国内采购原材料。借：原材料等科目 100，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贷：银行存款等科目 117。
（2）免税进口物料。借：原材料 100；贷：银行存款 100。
（3）产品外销时。借：银行存款 300；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
（4）计算当月出口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即剔税）。免

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越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伊
（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率）越100伊（17豫原13豫）越4
（万元）。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越出口货物离岸
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率）原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越300伊（17豫原13豫）原4越
8（万元）。其会计分录：借：主营业务成本 8；贷：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8。
（5）计算应纳税额。当期应纳税额越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

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原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原
上期留抵税额越0原（17原8）原0越原9（万元）。
（6）计算免抵退税额。免抵退税额抵减额越免税购进原材

料价格伊出口货物退税率越100伊13豫越13（万元）。免抵退税额越
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退税率原免抵退
税额抵减额越300伊13豫原13越26（万元）。
（7）确定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期末留抵税额 9万元<免

抵退税额 26万元，当期应退税额越期末留抵税额越9万元，当

期免抵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原当期应退税额越26原9越17（万
元）。借：应收补贴款———出口退税（应退税额）9；贷：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应退税额）9。借：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应纳税额（免抵额）17；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免抵额）17。
（8）收到退税款。借：银行存款 9；贷：应收补贴款———出

口退税 9。
当期应纳税额越8垣9原17越0（万元），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

17原9越8（万元），税负越8衣300越2.67豫，即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
（外销收入原免税进口物料成本）伊（征税率原退税率）越（300原
100）伊（17豫原13豫）越8（万元）。

四、三种出口方式的比较（基本条件相同，方式不同）

综上所述：企业一般进出口方式，当期实际承担税收（增

值税）越外销收入伊（征税率原退税率）；来料加工方式，当期实
际承担税收（增值税）越国内采购辅料成本伊17豫；进料加工方
式，当期实际承担税收（增值税）越（外销收入原免税进口物料
成本）伊（征税率原退税率）。

例 4（一般进出口方式）：假设某企业本期无内销业务，国
内采购辅料成本 100万元，进项税 17万元，国内劳务成本
200万元，国外一般贸易进口物料 200万元，进项税 34万元，
本期外销收入 500万元，征税率 17豫，退税率 13豫。当期免抵
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越500伊（17豫原13豫）越20（万元）；当期
应纳税额越0原（17垣34原20）越原31（万元）；免抵退税额越500伊
13豫越65（万元）；当期应退税额越31（万元）；免抵额越65原31越34
（万元）；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17垣34原31越20（万元），即当期实
际承担税收越外销收入伊（征税率原退税率）越500伊4豫越20
（万元）；当期现金净流量越收入原成本越500垣31（退税额）原
100原17原200原200原34越原20（万元）。

例 5（来料加工方式）：假设某企业本期无内销业务，国内
采购辅料成本 100万元，进项税 17万元，国内劳务成本 200
万元，国外来料加工进口物料 200万元，进项税 0万元，本期
外销收入 300万元，征税率 17豫，退税率 13豫。当期实际承担
税收越国内采购辅料成本伊17豫越17（万元）；当期现金净流量越
收入原成本越300原100原17原200越原17（万元）。

例 6（进料加工方式）：假设某企业本期无内销业务，国内
采购辅料成本 100万元，进项税 17万元，国内劳务成本 200
万元，国外进料加工进口物料 200万元，进项税 0万元，本期
外销收入 500万元，征税率 17豫，退税率 13豫。当期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越500伊（17豫原13豫）原200伊（17豫原13豫）越
12（万元）；当期应纳税额越0原（17原12）越原5（万元）；免抵退税
额越500伊13豫原200伊13豫越39（万元）；当期应退税额越5（万
元）；免抵额越39原5越34（万元）；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17原5越12
（万元），即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外销收入原免税进口物料成
本）伊（征税率原退税率）越（500原200）伊（17豫原13豫）越12（万元）；
当期现金净流量越收入原成本越500垣5（退税额）原100原17原
200原200越原12（万元）。

综合上述三种方式，可知：

第一，假设企业国内采购辅料成本占外销收入（一般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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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在实践中存在小规模纳税人的退

税、地方财政的出口退税负担过重等问题，而在理论界存在着

出口退税政策是应该保留还是取消、是实行出口退税零税率

还是实行差别退税率等争议。鉴于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

困惑，使得研究关于应该如何认识出口退税中存在的问题、如

何评价出口退税政策的效应以及如何优化出口退税政策等问

题，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际意义。

一、出口退税政策的积极效应

1援 增加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退税的目的是使出
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以避免对跨国流动商品

重复征税，从而促进出口国和地区的对外出口贸易。据测算，

出口退税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出口企业的成本也就相应增

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到三个百分点的外贸出口，反之亦

然。企业产品的竞争，更多的表现在产品价格的竞争上，如果

一个企业的产品价格下降了，该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也就增强

了，在国际市场上也就更有销路。

2援 减少企业资金的占用。出口退税能够有效地减少出口
企业的资金占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企业资金的多

少、资金周转速度的快慢，对它维持正常的营运是非常重要

的。出口企业的产品不仅比内销产品更具价格优势，而且对企

业资金的回流也会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3援 促进内需，增加就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总需求由消
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部分构成，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

该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出口贸易，出口的增多必然会拉动需求

我国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的缺陷与矫正

张 波渊博士冤
渊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1120冤

【摘要】出口退税在增加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等方面均具有巨大的积极影响和难以替代的作用。本文对我国增值税出

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的措施。

【关键词】增值税 出口退税 法律制度

口方式）的比例为 X，一般进出口方式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来
料加工方式当期实际承担税收。即外销收入伊（征税率原退税
率）越国内采购辅料成本伊17豫；即外销收入伊（征税率原退税
率）越X外销收入伊17豫；即（征税率原退税率）越X伊17豫；即 X越
（征税率原退税率）衣17豫；即当 X>（征税率原退税率）衣17豫时，
采用一般进出口方式所承担的税收小；而当 X<（征税率原退
税率）/17豫时，采用来料加工方式所承担的税收小。

因此当征税率为 17豫、退税率为 13豫时，即当 X>0.235 3
时，采用一般进出口方式所承担的税收小，而当 X<0.235 3
时，采用来料加工方式所承担的税收小。

第二，一般进出口方式下，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外销收
入伊（征税率原退税率）进料加工方式，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外
销收入原免税进口物料成本）伊（征税率原退税率）。

由于进料加工方式承担的税收小于一般进出口方式承担

的税收，因此需继续比较进料加工方式承担的税收与来料加

工方式承担的税收。假设企业国内采购辅料成本占外销收入

（进料加工方式）的比例为 X，进口物料的成本占外销收入（进
料加工方式）的比例为 Y，进料加工方式当期实际承担税收越
来料加工方式当期实际承担税收（外销收入原免税进口物料
成本）伊（征税率原退税率）越国内采购辅料成本伊17豫，即（外销
收入原Y外销收入）伊（征税率原退税率）越X外销收入伊17豫。即

（1原Y）伊（征税率原退税率）=17豫X。即 X衣（1原Y）=（征税率原
退税率）衣17豫。而当 X衣（1原Y）>（征税率原退税率）衣17豫时，
采用进料加工方式所承担的税收小；而当 X衣（1原Y）<（征税
率原退税率）衣17豫时，采用来料加工方式所承担的税收小。

因此当征税率为 17豫、退税率为 13豫时，即当 X衣（1原Y）
>0.2353时，采用进料加工方式所承担的税收小；而当 X衣（1原
Y）<0.2353时，采用来料加工方式所承担的税收小。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淤（1原Y）并不一定等于国内所有成
本衣外销收入，只有当外销收入与进口、国内所有成本相等
时，（1原Y）等于国内所有成本衣外销收入；于以上的优劣比较，
前提是基于三种方式下的外销收入相等。

第四，以下的优劣比较，前提是基于三种方式下的合同外

销收入相等，假设企业国内采购辅料成本占合同外销收入的

比例为 X，进口物料的成本占合同外销收入的比例为 Y，则：
淤一般进出口方式承担的增值税税负较大；于当 X衣（1原Y）>
0.2353时，采用进料加工方式所承担的增值税税负较小，则进
料加工方式优；盂当 X衣（1原Y）<0.2353 时，采用来料加工方
式所承担的增值税税负较小，则来料加工方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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