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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加工业务和来料加工业务是两种常见的出口加工贸

易形式，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如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料件、国家对这两种贸易形式都规定了某些优惠政策、最终

产品一般都出口等，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本文对此加以

分析。

一、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业务税收政策的比较

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外方提供、国内企业不需要付

汇进口，按照外方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者装配，只收取加工费，

制成品由外方负责销售的经营活动。进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

由国内付汇进口，制成品由国内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来

料加工与进料加工都是两头在外的加工方式，两者在税收政

策方面的区别为：国家对进料加工的进口料件实行保税政策

（即暂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进料加工后的产品出口

符合条件的可以退税，但与其他产品一起计算退税时要计算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来料加工进口料件不征进

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加工复出口的货物免税，但不退税，企

业取得的加工费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生产出口货物耗用的国

内采购材料应计算进项税额转出，其国内配套的原材料的已

征税款也不予退税。

二、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业务的税务处理

1. 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
增值税一般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免、抵、退税的原理是

对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这样实际就只

是对内销货物征税），同时还允许企业用包括出口货物耗用材

料在内的全部购入材料对应的进项税额去抵顶内销货物的销

项税额。如果二者之差大于零，企业应正常纳税；如果二者之

差小于零，企业可以申报退税。但对进料加工业务，要额外计

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计算步骤和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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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实征税额）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
率）（因为企业进口料件时国家给予了减免税）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越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

格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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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一步处理的原因是货物的征税率

往往要高于退税率，即国家并没有把企业交过的增值税全部

退还给企业，差额部分只能由企业自己承担，从进项税额中转

出，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应纳增值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

进项税额-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越（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海关实征

税额）伊出口货物退税率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格伊出口货

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这一数字可以理解为企业将
来可以从国家获得的最大退税额，即如果留抵税额大于出口

货物免抵退税额，则国家按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退税；如果留

抵税额小于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则国家按留抵税额退税）

2. 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区别。由于来料加工业务进口
料件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加工复出口的货物也免税,
根据配比原则, 企业在计算应纳税额时要把加工复出口的货
物耗用的外购材料负担的进项税额予以转出 。计算步骤和公

式如下：

来料加工复出口的货物耗用的国内购入材料负担的进

项税额转出额=外购材料负担的全部进项税额伊来料加工复
出口货物销售额/（内销货物的销售额+包括来料加工复出口
货物在内的全部出口货物的销售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越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
格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率）

应纳增值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
进项税额-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格(不含来料
加工复出口货物的销售额)伊出口货物退税率

三、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业务的纳税筹划

1. 当企业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与退税率相等时，无论来料
加工复出口的货物耗用国产料件的多少、利润率的高低，都应

该选择进料加工方式。因为进料加工方式符合条件的可以退

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业务的

税务处理与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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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业务是两种常见的出口加工贸易形式，本文对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业务的税收

政策和税务处理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简要介绍了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业务的纳税筹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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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而来料加工虽然免征进口料件的增值税，但出口不予退

税，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2. 当企业出口货物的征税率大于退税率时, 应当再分为
以下几种情况考虑：

（1）当出口货物耗用的国产料件较少、利润率较高时，应
该选择来料加工方式。因为这种情况下选择进料加工虽然可

以办理退税，但由于出口货物的征税率大于退税率，其差额部

分要由企业自己承担，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而选择来料加工

方式，取得的加工费收入可以免税。

（2）当出口货物耗用的国产料件较多、利润率较低时，应
选择进料加工方式，因为进料加工可以办理退税。虽然由于出

口货物的征税率大于退税率而增加了企业成本，但随着耗用

国产料件数量的增加，进料加工方式增加的成本会逐渐被抵

消，甚至小于来料加工的成本。

（3）如果综合考虑加工业务实现的现金净流量，可以得到
如下公式：

来料加工的现金净流量=加工费收入-耗用国内材料的

成本-耗用国内材料的进项税额转出
进料加工的现金净流量=销售收入-进口材料成本-耗用

国内材料的成本-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免抵退税额伊（城市
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按上述公式计算两种情况下

的现金净流量，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主要从税务处理和纳税筹划的角度

对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业务进行了对比分析，企业在进行实

际操作时，还应综合考虑资金占用情况、出口货物的定价权、

企业自身的生产技术能力、税务机关的具体政策等多方面因

素，以做出正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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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了《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然而，企业执行《条例》和《细则》相

关规定一年多来，普遍反映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范围不明

确、实务中难以操作。为此，2009年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下
发了《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进一步明确了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本文通过

对《条例》、《细则》和《通知》等相关政策的解读，对固定资产进

项税额抵扣范围的确定作了阐述。

本文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 12个月的机器、
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

等。这与会计上的“固定资产”概念有所不同，在会计上属于固

定资产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属于本文所称固定资产。

一、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处理

1. 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处
理。《条例》第八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支

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有：

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从海关

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购进

或者销售货物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运输费用的，按照

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 7%的扣除率计
算的进项税额。因此，购进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固定资产，

可以凭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从海关取得的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并且相关的运输费用也可按规定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条例》第九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

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税务主管

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

购进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固定资产，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及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不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则其

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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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确定是实务中的一个难点。本文分析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自制

固定资产和以其他方式取得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的账务处理，以使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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