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增值税的出口退税中，适用自营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

出口的生产企业的免抵退税是整个税法教学中的重点与难

点。笔者通过案例与图形的共同演绎，将其中的逻辑关系梳理

清楚，使学生能比较准确地计算出相关的税额。

一、免抵退税的计税原理

根据增值税的计税原理，内销企业（本文中企业均指一般

纳税人）当期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当期销项

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包括上期留抵税额）。可用图1表述。而

在既有内销业务又有外销业务的生产企业中，上面的公式可

变为：应纳税额=（外销销项税额+内销销项税额）原（外销进项

税额+内销进项税额）。如图2所示。

1. 免。“免”指免征出口环节的增值税，即免征外销销项

税额，为图2中的灰色部分。则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变换

为：应纳税额=内销销项税额原（外销进项税额+内销进项税

额）。

2. 抵。为简化核算，税法规定，拿外销进项税额和内销进

项税额之和（即全部进项税额）与内销销项税额去抵，通过

“抵”的方式退税。实际上，我国出口退税货物虽然原则上免

税，但相当一部分货物并未实行彻底退（免）税，所以还要对全

部进项税额进行修正，从其中剔除不能免征和抵扣的部分后，

才能将修正后的全部进项税额与内销销项税额相抵。如图3、

图4所示，黑色部分表示免抵退税不能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3. 退。生产企业的内销销项税额与当月修正后的全部进

项税额相抵后，没有抵完的进项税额才予以退税，如图3所示。

图4所示的情况，则不必退税。

在课堂教学中，不必用大段的文字说明，仅将4个图形（不

同的方块最好用不同颜色标明）以动画的形式依次显现，再配

以公式的变化，就已非常清晰了。

二、免抵退税的计算推导

根据以上原理可知，免抵退税的计算实际可分为剔、抵、

退三个步骤，以下将结合实例与图形的变化讲解说明。

例1：某自营出口生产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的征

税税率为17%，退税税率为13%，2007年10月有关经营业务如

下：淤外购原材料一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

款为300万元，增值税款51万元，专用发票已经主管税务机关

认证；免税购进原材料100万元用于生产。于内销货物不含税

销售额200万元，已取得银行承兑汇票。盂本月出口货物的

销售额折合人民币300万元。已知9月末留抵税额10万元。计算

该企业10月份的免抵退税额。

根据已知条件，将涉及的税金与销售额分别用图5、图6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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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值税免抵退税是税法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本文采用案例与图形相结合的方法来讲授该内容，将其中的逻

辑关系梳理清楚，这样更直观、形象、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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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理解下面公式的推导，将外购应税原材料价款

300万元分为A（内销生产所耗用的当期外购应税原材料金

额）、B（外销生产所耗用的当期外购应税原材料金额）两部

分，如图6所示，相对应的进项税额分为内销进项税额（a）、外

销进项税额（b+X），如图5所示。X指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

扣的税额，即图中黑色部分。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从国内购进

免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原材料。

1. 剔。

（1）“剔”指从全部进项税额中剔除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

额，其实质是出口产品应纳的部分增值税。这部分税额应该等

于外销生产所耗用的当期外购应税原材料金额（图6中的B）伊

（征税税率-退税税率），但因B难以核算，所以税法规定以出

口货物的售价（图6中的D）来代替，显然，这是个近似数。又由

案例可知，当出口生产企业出现免税购进原材料生产出口货

物的情况时，不考虑增值因素，出口货物的价值（D）=免税购

进原材料金额（C）+外销生产所耗用的当期外购应税原材料

金额（B），如图6所示。可推导出：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出口货物售价-免

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伊（征税税率-退税税率）。

（2）在例1中，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300-100）伊

（17%-13%）=8（万元）。

2. 抵。

（1）“抵”指以修正后的全部进项税额与内销销项税额相

抵。公式为：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销项税额原（当期全部进项税

额原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原上期留抵税额

如果当期应纳税额逸0，说明当期内销大于外销，不涉及

退税问题；如果当期应纳税额约0，则进入下一步骤，对比大小

并计算实际应退税额。在此，当期应纳税额实为判断是否退税

的一个指标。

（2）案例应用。

当期应纳税额=200伊17%原（51原8）原10=原19（万元），为图

5中的虚线框部分。

3. 退。

（1）只有当期应纳税额约0时，才考虑退税。

首先，计算免抵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越外销生产所耗

用的应税购进原材料金额伊退税税率=（出口货物售价原免税

购进原材料价格）伊退税额。

此处的处理原理与第一步同。

其次，确定应退税额与退税额之外的免抵税额。要注意区

分免抵退税额与免抵税额，免抵退税额是当期出口货物退税

的最高限额（图5中的b），免抵税额指免抵退税额中通过与内

销销项税额相抵而退给企业的那部分（图7中的2）。

当期应退税额= MIN｛讦当期应纳税额讦，免抵退税额｝

讦当期应纳税额讦臆当期免抵退税额，如图7所示。当期应

退税额越讦当期应纳税额讦。当期免抵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

（b）原当期应退税额。当期留抵税额越0。此种情况说明，当期出

口大于内销，当期免抵退税额分别通过“抵”和“退”两种形式

退给了企业（b=1+2）。

讦当期应纳税额讦跃当期免抵退税额，如图8所示。当期应

退税额越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免抵税额越0。留抵税额=讦当

期应纳税额讦-当期应退税额。此种情况说明，当期应纳税额

为负是因内销的进项税额太大与出口两方面原因而造成的，

所以应退税额只能按免抵退税的最高限额来确定，内销进项

税额形成的留抵税额待下期抵扣。

（2）案例应用。淤当期免抵退税总额=（300原100）伊13%=

26（万元）。于当期应退税额=MIN｛讦当期应纳税额讦，免抵退

税额｝越MIN｛讦原19讦，26｝=19（万元）。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总额原当期应退税额越26原19越

7（万元）。当期留抵税额越0。此案例属图7所示的情况，19万元

与7万元分别为图示中的1与2。

三、其他案例

为了更好地理解免抵退税，将其涉及的几种不同情况举

例如下：

例2：其他已知条件与例1同, 仅将第三个条件改为：本月

出口货物的销售额折合人民币150万元。计算该企业10月份的

免抵退税额。

1. 剔。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50原100）伊

（17%原13%）=2（万元）。

2.抵。当期应纳税额=200伊17%原（51原2）原10=原25（万元）。

当期应纳税额约0，需要退税。

3. 退。当期免抵退税额=（150原100）伊13%=6.5（万元）。当

期应退税额=MIN｛讦当期应纳税额讦，免抵退税额｝=MIN｛讦原25讦，

6.5｝=6.5（万元）。当期免抵税额=0。当期留抵税额=25原6.5=

18.5（万元）。本案例属图8所示的情况，6.5万元与18.5万元分

别为图示中的3与4。

例3：其他已知条件与例1同, 仅将第二个条件改为：内销

货物不含税销售额400万元，已取得银行承兑汇票。计算该企

业10月份的免抵退税额。

1. 剔。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300-100）伊

（17%-13%）=8（万元）。

2. 抵。当期应纳税额=400伊17%原（51原8）原10=15（万元）。

当期应纳税额跃0，无需退税，当期应缴增值税15万元。本案例

属于图4所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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