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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抵退税计算原理

免抵退税的计算分两种情况：

1. 出口企业全部原材料均从国内购进。免抵退税的基本

计算步骤为五步：

第一步———剔税，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免抵退税不

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越离岸价格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增值税

税率-出口退税率）；

第二步———抵税，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当期应纳税

额越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

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期末留抵税额；

第三步———算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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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比较，确定应退税额，比较当期应纳税额和免

抵退税额的大小，取较小者；

第五步———确定免抵税额。

2. 出口企业有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的基本计算步骤

为七步：

第一步———计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抵减

额：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视同进项）=免税

购进原材料价格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第二步———剔税，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免抵退

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越出口货物离岸价格伊外汇人民币

牌价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不得免

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第三步———抵税，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当期应纳税

额越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

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期末留抵税额；

第四步———计算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抵退税额抵减

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伊进口货物退税率；

第五步———算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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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步———比较确定应退税额；

第七步———确定免抵税额：如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臆当期

免抵退税额，则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原当期应退税额；如当期期末留抵税

额跃当期免抵退税额，则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

期免抵税额=0。

二、免抵退税会计处理方法

1. 免抵退税的一般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在进行免抵退税

的会计处理时需要涉及“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

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产品抵减内销产品应

纳税额）”、“应收补贴款———出口退税”等科目。在企业当期的

应纳税额小于零时，可以申请出口退税，则需做如下会计分

录：借：应收补贴款；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

税）。免抵税额部分会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出口产品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贷：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出口退税）。以上两个会计分录的贷方合计数是企业的

出口退税限额。

按照我国增值税条例的规定，出口产品的增值税实行零

税率，为出口产品所购进货物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退回。但

在实际操作中，进项税额只是部分退回，未退回的部分不能再

抵扣，则应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 案例分析。

例 1：某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

货物的征税率为 17%，退税率为 13%。20伊8年 6月的有关经

营业务为：购进原材料一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价款为 200万元，外购货物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34万元通过

认证。5月末留抵税款 3万元，本月内销货物不含税销售额为

100万元，收款 117万元存入银行，本月出口货物的销售额折

合人民币 200万元。试计算该企业当期的免抵退税额并做相

关会计分录。

（1）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越200伊（17%-

13%）越8（万元）。

（2）当期应纳税额越100伊17%-（34-8）-3越-12（万元）。

（3）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越200伊13%越26（万元）。

（4）如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臆当期免抵退税额，则当期应退

生产企业免抵退税计算及其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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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举例分析，从实务角度探讨了生产企业免抵退税的计算及相关会计处理方法，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若干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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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越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即该企业当期应退税额为 12万

元。

（5）如当期免抵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则当期免抵税额越26-12越14（万元）。做如下会计处理：

不予抵退的增值税：借：主营业务成本 8万元；贷：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8万元。

应退税额部分：借：应收补贴款 12 万元；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12万元。

免抵税额部分：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产品

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14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出口退税）14万元。

以上两个会计分录的贷方合计数（12+14）就是企业的出

口退税限额 26万元。

例 2：某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

货物的征税率为 17%，退税率为 13%。20伊8年 8月的有关经

营业务为：购进原材料一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价款为 200万元，外购货物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34万元通过

认证。当月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为 100万

元。上月末留抵税款 6万元，本月内销货物不含税销售额为

100万元，收款 117万元存入银行，本月出口货物的销售额折

合人民币 200万元。试计算该企业当期的免抵退税额并做相

关会计分录。

（1）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越免税进口料

件的组成计税价格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越

100伊（17%-13%）越4（万元）。

（2）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越当期出口货物离岸

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越200伊（17%-13%）-4越

4（万元）。

（3）当期应纳税额越100伊17%-（34-4）-6越-19（万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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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13（万元）。

（5）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越200伊13%-13越13（万元）。

（6）如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则当期应退

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即该企业应退税额越13（万元）。

（7）如当期免抵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则当期该企业免抵税额越13-13越0（万元）。

（8）8 月末留抵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税额为 6 万元（19-

13）。会计处理如下：

不予抵退的增值税：借：主营业务成本 4万元；贷：应交税

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4万元。

应退税额部分：借：应收补贴款 19 万元；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19万元。

以上第二个会计分录的贷方数额 19万元减去 8月末留

抵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税额 6万元就是企业的出口退税限额

13万元。

三、完善建议

首先，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产品抵减内销

产品应纳税额）”科目中，二级明细科目是“出口产品抵减内销

产品应纳税额”，顾名思义,核算的应该是出口退税总额中以

抵的方式退的那部分增值税，但在实际核算时却是免税、抵税

两者的合计数。因此笔者建议，将其二级明细科目修改一下，

即科目名称变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产品免税和

抵税减少内销产品应纳税额）”，使其名副其实，便于理解和掌

握。

其次，笔者认为“应收补贴款———出口退税”科目在核算

出口退税时不适用。因为所得税法有明文规定出口退税免征

企业所得税，笔者建议可在“其他应收款”下设二级科目核算。

再次，关于“免抵退税额”、“免抵税额”的概念及其核算的

认识。“免抵退税额”是按照出口额乘以退税率所得的数额，但

它并不完全等于应退税额，因为按照规定，最终确定企业是否

可以退税、退多少税的主要前提条件，要视企业期未有没有留

抵进项税额以及留抵税额的大小而定。如果期期末留抵税

额跃当期免抵税额，则当期应退税额越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而

当期免抵税额越0；反之，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臆当期免抵

退税额，则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而应退税额与免抵退

税额的差额则构成免抵税额。由此可见，所谓“免抵退税额”，

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退税的金额上限指标，是为了调节企业可

能由于当期大量购料导致当期进项税额大幅增加而引致不合

理地扩大应退税额的一个控制尺度，并不是真正确定的应退

款金额。而所谓“免抵税额”，也不过是确定的应退税额小于免

抵退税额的差额罢了，并不是真正出口免征、抵减内销应纳税

额之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两个在税务上只居于参考性质

并不是客观真实反映的项目，却在会计核算上被视为反映免

抵退税事项的“重要”项目，分别列作“出口退税”和“出口抵减

内销应纳税额”予以入账，这样的会计处理是否恰当，反映的

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可靠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所以，笔者建

议在会计处理上应该体现税务处理的真实含义或者在税务处

理上作出修改，使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达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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