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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口退税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南开大学商学院 黄殿英

对于出口货物，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免出口环节增值税，并

退回上一环节已交增值税、消费税，我国也遵循这一国际惯

例。我国现行增值税法中规定的“免、抵、退”出口退税计算方

法虽然体现了简化征收、提高行政效能的思想，但是存在着生

产企业出口表面多计退税、实际少计退税的问题，导致该“免”

的未免，该“退”的未退，造成出口生产企业的税负高于外贸企

业。所以，必须设计新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一、“免抵退税额”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简称《退免税办

法》）规定：“免”是指对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免征本环节

的增值税。“抵”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

零部件等所含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

额。“退”是指对未抵顶完的部分予以退还。该规定意在贯彻

“未征不退”的原则。然而，实际上“免抵退税额”的计算设计有

违这一原则。

在“免、抵、退”出口退税计算方法下，免抵退税额=出口

货物离岸价（人民币）伊出口货物退税率原免抵退税额的抵减

额。如果假设生产企业没有免税原材料，则该公式可简化为：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伊出口货物退税率。

《退免税办法》规定：如果，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则，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如果，当期免抵

退税额逸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则，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由此可知，“免抵退税额”就是生产企业退税的最高限

额。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增值，依照我

国现行增值税法，产品中的人工费、折旧费、毛利和部分间接

费用都会使企业产生增值税应纳税额。按照“免、抵、退”出口

退税计算方法，该应纳税额在出口环节是免税的。既然增值部

分未交过增值税，所以免抵退税额不能以出口货物离岸价为

计税依据，否则就退了未交过的税。以下用例子予以说明。

例：生产企业 A公司没有内销业务，没有本期期初留抵

税额，没有免税购进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等。A公司生产出口产

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当期出口产品的离岸价折合人

民币 100万元，该批产品耗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零部件占

该批产品离岸价的 55%，即 55万元，耗用的原材料、辅助材

料、零部件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所以与出口产品相配

比的进项税额为 9.35 万元（55伊17%）。当期购进的原材料、

辅助材料、零部件的进项税额恰好是 9.35万元。外贸公司 B

当期以相同的离岸价格出口与生产企业 A公司相同数量的

相同产品，外贸公司 B该批产品的不含税购入价格为 85万

元，相应的进项税额为 14.45万元（85伊17%）。

如果该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为 17%，则生产企业 A公

司的最大退税额为 17万元（100伊17%），这显然授予贸易争端

国以出口补贴的口实。外贸公司 B 的退税额为 14.45万元

（85伊17%）。如果该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为 13%，则生产企

业 A公司的最大退税额为 13万元（100伊13%）。外贸公司 B

的退税额为 11.05万元（85伊13%）。

显然，在 17%和 13%两档退税率下，A公司出口产品的最

大退税额不仅大于外贸公司 B的实际退税额，还大于 A公司

生产该批产品实际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零部件的进项税

额。这说明“免、抵、退”出口退税计算方法中“免抵退税额”的

计算违背了“未征不退”的原则，多计算了生产企业的退税。这

种表面上多计退税的做法使我们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

时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从“免抵退税额”的计算方法上看我国

在进行出口补贴，这恰恰是授人以柄。

二、现行出口退税计算方法下生产企业与外贸公司实际

退税的比较

《退免税办法》规定：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采用“先征后

退”的办法。外贸企业要想获得利润，其离岸价格必须高于不

含增值税的购进价格。由于我国仅仅对部分商品全额退税，对

于多数不全额退税的商品，即便贸易公司不考虑费用，要保本

销售，离岸价也要高于不含增值税的购进价格，因为不退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由外贸公司负担（所以上例中外贸公司 B出口

产品的离岸价格合理高于其购进价格）。在“先征后退”方法

下，外贸公司以购进货物的价格为依据计算退税，生产企业以

离岸价为依据计算退税。相同价格出口同样的产品，生产企业

的“免抵退税额”大于外贸公司的“应退税额”，税法似乎偏向

了生产企业。

但是，依照《退免税办法》的规定，生产企业的退税额并不

是由“免抵退税额”决定，而是由“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决定。如

果生产企业的当期应纳税额为负数，则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就

是当期应纳税额的相反数。《退免税办法》规定：当期应纳税

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原当期免抵退

税额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原上期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

出口货物退税率）原免抵退税额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抵减

额。这一计算公式也存在问题。为了便于分析，笔者沿用上例

数据，并假设退税率为 13%。

生产企业 A公司当期免抵退税额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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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伊（17%原13%）=4（万元）；当期应纳税额=原（9.35原4）

=原5.35（万元）；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5.35约当期免抵退税额13，

所以，应退税额为 5.35万元。

外贸公司 B获得的出口退税为：应退税额= 85伊13%=

11.05（万元）。

经过以上分析计算可以得出结论：表面上看是税法偏向

了生产企业，但实际上税法更有利于外贸公司，因为外贸公司

的退税多。但是，外贸公司出口货物的已交增值税多（85伊17%

=14.45），生产企业出口产品的已交增值税少（55伊17%=9.35），

这又似乎说明两种出口退税计算方法具有合理性。但实事并

非如此，“免、抵、退”和“先征后退”两种出口退税计算办法并

不符合“交多退多，交少退少”原则。如果把出口退税率降为

5%，这一问题会充分显现。

我们沿用上例数据，生产企业 A公司免抵退税额=100伊

5%=5（万元）；当期免抵退税额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00伊

（17%原5%）=12（万元）；当期应纳税额=原（9.35原12）=2.65（万

元）。

尽管免抵退税额为 5万元，但生产企业在没有内销的情

况下，不仅不会退税，还产生了 2.65万元的增值税负担。这严

重违背了出口环节免税并退回上一环节已交增值税的原则。

然而在生产企业有内销业务的情况下，因为内销业务会产生

应交增值税，因此这一问题得以掩盖。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

于“当期免抵退税额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以离岸价为基础计

算，使得本环节免征税的部分也负担了以“出口货物征税率”

与“出口货物退税率”差额为税率的税负。

尽管生产企业“免、抵、退”出口退税计算方法有这样的缺

点，但是尚不能彻底否定这种方法，因为税法更为根本的原则

是公平税负。如果“免、抵、退”和“先征后退”两种计算方法有

可能使生产企业与外贸公司的税负趋于一致，则其仍有可取

之处。

三、现行出口退税计算方法下生产企业与外贸公司的税负

比较

所谓现行出口退税计算方法下生产企业与外贸公司的税

负，就是在退税率小于征税率时，国家不予退回，生产企业与

外贸公司不能抵消内销增值税，必须转作自身销售成本的那

部分增值税。由于离岸价是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的可比收入，

所以笔者以离岸价的税负率作为衡量税负轻重的指标。在此

将出口货物的税负率定义为出口货物的税负与出口货物离岸

价的比率。首先分析“免、抵、退”出口退税计算方法下生产企

业的税负。继续沿用上例数据，假设退税率为 13%。

生产企业 A公司的税负为：当期免抵退税额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100伊（17%原13%）=4（万元）。A公司出口产品的税

负率为 4%。

外贸公司 B的税负为：进项税额原应退税额=85伊17% 原

85伊13%=3.4（万元）。外贸公司 B出口产品的税负率为 3.4%。

所以，在当前税法下，生产企业的实际税负大于相应的外

贸公司。“免、抵、退”出口退税计算方法更为严重的错误在于，

当出口退税率较低时，它有可能使出口货物的生产企业在出

口环节不仅得不到退税，而且产生新的纳税义务。

我们沿用上例将出口退税率假定为 5%。

生产企业 A公司的税负为：当期免抵退税额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100伊（17%原5%）=12（万元）；当期应纳税额=原（9.35原

12）=2.65（万元）。由于与该批出口商品相配比的增值税进项

税额只有 9.35万元，“免、抵、退”出口退税计算方法通过强制

新增 2.65万元应交税金的办法使该批商品的税负达到 12万

元。

外贸公司 B的税负为：进项税额原应退税额=85伊17%原

85伊5%=10.2（万元）。外贸公司 B出口产品的税负率为 10.2%。

由此可见，无论退税率的高低，两种计算方法都会使生产

企业的税负高于外贸公司的税负。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

前者以离岸价为基础确定出口商品的税负，而不论在上一环

节是否交过增值税，然后再利用企业的全部进项税额倒推退

税额。而后者以外贸公司购进的不含税价为基础计算退税。结

果自然造成两类公司税负不公平，使上一环节已交增值税少

的生产企业反而税负重。

四、生产企业实际退税额达到“免抵退税额”的分析

沿用上例数据，依然假定生产企业没有内销。首先放宽当

期进项税额与出口产品耗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和零部件等

的进项税额相等的假设，退税率为 13%。如果当期购进原材

料、辅助材料及零部件的不含税价为 200万元，则当期进项税

额为 34万元（200伊17%）。

生产企业 A公司该业务的出口退税计算如下：当期免抵

退税额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00伊（17%原13%）=4（万元）；当

期应纳税额=原（34原4）=原30（万元）；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30跃

免抵退税额 13，所以，应退税额为 13万元，17万元未退的部

分结转下期。

可以看出，虽然表面上实际退税额达到免抵退税额（13

万元），该批出口商品的实际税负（4万元）大于相应的外贸公

司（3.4 万元）。这 13 万元的退税又如何解释？实际上，与该

批商品相配比的进项税额只有 9.35万元，高于 9.35万元的

20.65万元进项税额相对应的原材料及零部件要生产更多的

出口商品，可以在相应的商品出口时退回应退的部分。所以，

退税中高于 5.35 万元（9.35原4）的部分不过是以后要出口商

品的出口退税提前退给企业而已。

如果生产企业有内销，为满足某一年度内销生产而大量

购进原材料，导致内销的进项税额比销项税额大，也会造成生

产企业的实际退税额增加。沿用上例数据，假定生产企业 A

公司内销产品与外销产品可以分开核算，依然假设 A公司外

销产品购进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和零部件等的进项税额正好

与其出口产品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零部件等的进项税额

相等，假设内销销项税额为 20万元、进项税额 10万元。

生产企业 A公司的出口退税计算如下：当期免抵退税额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00伊（17%原13%）=4（万元）；当期应纳

税额=10原［（20+9.35）原4］=原15.35（万元）；当期期末留抵税

额 15.35跃免抵退税额 13，所以，应退税额为 13万元，未退的

部分（2.35万元）结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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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13万元的出口退税中，7.65万元（13原5.35）退税来

源于该企业内销产品的进项税额。从总体上看，生产企业内销

的长期总销项税额必然大于其长期总进项税额。内销的进项

税额在某段短时间内可能会大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如果

此时不退税，该差额可以在以后期间继续抵减内销销项税额。

可见，在此种情况下，实际退税额大，只不过是国家将将来部

分可以抵消内销销项税额的进项税额提前支付而已，并未实

际给企业多退税。

五、生产企业出口退税计算方法的重新设计

第一种计算方法，按照国际惯例，结合我国实际，对生产

企业计算退税的方法确立“本环节免征，上一环节已征得的税

款按比例退回”的原则。外贸公司出口退税的计算方法不变。

生产企业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为，应退税额=离岸价（人民

币）伊非增值率伊退税率。其中，非增值率是指生产企业的出口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耗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零部件、包装物

等的不含税总价占离岸价的比例。如果生产企业有免税购进

原材料、零部件等，在计算非增值率时必须将其从耗用的原材

料、辅助材料、零部件、包装物等的不含税总价中扣除。

按照这一计算方法，假定退税率为 13%，则上例中的生产

企业 A公司的应退税额为 7.15 万元（100伊55%伊13%）。这种

计算方法的优点是简便易行，符合国际惯例，并且有利于生产

企业的直接出口。这种计算方法的问题是，会导致生产企业与

外贸公司的税负不公平，生产企业的增值税负担率低于外贸

公司。本例中生产企业 A公司的离岸价负担率为 2.2%［（9.35原

7.15）衣100伊100%］，而相应的外贸公司 B的增值税负担率为

3.4%。

第二种计算方法，既尊重“出口环节免税，退回上一环节

增值税”的国际惯例，又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以离岸价为基

础使出口同种产品的生产企业与外贸公司的税负基本一致。

具体做法为，外贸公司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不变，海关根据出

口同种产品的外贸公司的出口商品税负率确定出口同种产品

的生产企业的税负率，根据税负率和生产企业上一环节负担

的增值税，确定生产企业的退税和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计算

公式为：外贸公司出口某商品的增值税负担率=（出口商品的

征税率原出口商品的退税率）伊外贸公司购买该出口商品不含

税价之和衣外贸公司出口商品离岸价之和。

生产企业出口商品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为：

调整前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外贸公司出口某商品的增

值税负担率伊该出口商品的离岸价

如果，离岸价（人民币）伊非增值率伊征税率跃调整前不得

免征和抵扣税额，则生产企业出口商品的应退税额为：调整后

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调整前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应退

税额=离岸价（人民币）伊非增值率伊征税率原调整后不得免征

和抵扣税额。

如果，离岸价（人民币）伊非增值率伊征税率臆调整前不得

免征和抵扣税额，则，应退税额=0。且，调整后的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离岸价（人民币）伊非增值率伊征税率。

如果生产企业有内销业务，则：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

额原当期调整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原上期留抵税额

如果，当期应纳税额逸0，说明出口退税已经全部抵消内

销产生的应纳税额。

如果，当期应纳税额约0，且，期末留抵税额约应退税额，

则，抵后退税额= 期末留抵税额。

如果，当期应纳税额约0，且，期末留抵税额逸应退税额，

则，抵后退税额=应退税额。

如果，当期应纳税额约0，说明出口退税未完全抵消内销

产生的应纳税额，企业将期末留抵税额与生产企业出口商品

的应退税额的差额结转至下一年。

如果生产企业还有免税购进原材料，计算方法可以作进

一步调整。

沿用上例数据，假设退税率为 13%，外贸公司 B的增值

税负担率就是若干出口该商品的外贸公司的加权平均负担

率，生产企业 A公司的出口退税计算如下：

外贸公司 B出口该商品的增值税负担率为 3.4%。

调整前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3.4%伊100=3.4（万元）

离岸价（人民币）伊非增值率伊征税率=100伊55%伊17%=

9.35跃3.4

所以，调整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调整前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3.4（万元）。

应退税额=100伊55%伊17%原3.4=5.95（万元）

当期应纳税额=0原（9.35原3.4）原0=原5.95（万元）

期末留抵税额=应退税额

所以，抵后退税额=5.95（万元）。

沿用上例数据，假设退税率为 5%，外贸公司 B的增值税

负担率就是若干出口该商品的外贸公司的加权平均负担率，

生产企业 A公司的出口退税计算如下：

外贸公司 B 出口该商品的增值税负担率=（17%原5%）伊

85衣100=10.2%

调整前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0.2%伊100=10.2（万元）

离岸价（人民币）伊非增值率伊征税率=9.35约调整前不得

免征和抵扣税额 10.2

所以，生产企业 A公司出口商品的应退税额=0。

调整后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9.35（万元）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看出，该计算方法既兼顾了生产企业

与外贸公司之间的税负公平，又遵循了“出口环节免税，退回

上一环节增值税”的国际惯例。其缺点是计算复杂，在没有可

比的外贸公司时，不得不采用第一种计算方法。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