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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资金，可先由母公司B公司将12	667万元投到M公司增资扩股，

然后由M公司减资支付12	667万元，利用过桥资金享受税前扣除

的利益。

（二）“投资方为合伙企业”是否符合41号公告条件，政策上

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市场上的混合性投资主体主要由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企业三类组成，前两者

均缴纳企业所得税，符合41号公告混合性投资主体的限定，而

对于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混合性投资主体情况下是否符合41号公

告的限定性条件，文件并没有明确，因此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税

企之间的争议，有待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明确。

（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

HB12GL019>和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

HB13JJ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省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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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调整出口退（免）税申报办法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1号，以下简称61号公告），

对现行出口退（免）税申报方式进行调整，明确自2014年1月1日起

（以申报日期为准），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及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应税

服务（以下简称出口货物劳务及服务），在主管税务机关确认申报凭

证内容与对应的管理部门电子信息比对无误后，才能进行正式的出

口退（免）税申报，并以此作为审核退（免）税的依据。上述政策的

调整改变了以往出口企业在凭证与信息不齐的前提下也可以进行退

（免）税申报的方法，解决了因相关凭证与电子信息不符无法通过

税务机关审核的问题，实现了企业退税申报“无差错”通过。

一、出口退（免）税申报调整前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

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2号，以下

简称12号公告），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并按会计规定作销售

的货物，须在作销售的次月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生产企业还需

办理免抵退税相关申报及消费税免税申报，其退（免）税申报不

能超过自出口之日起至次年4月30日前最后一个增值税纳税申报

期。主要步骤分为：一是企业在出口退（免）税申报系统中生成待

申报的数据。二是凭借申报数据向税务机关进行退（免）税预申

报，如果遇到电子信息或凭证不齐等原因时，也能按凭证不齐方

式进行正式的退（免）税申报，但不参与当期免抵退税的计算，只

有当期“免抵退税不予抵扣税额”无论凭证与信息是否收齐，均参

与当期应纳税额的计算。待在最后一个退（免）税申报期结束之

前，企业收齐凭证和信息后再参与收齐凭证当月的免抵退税计算。

三是税务机关反馈预申报的信息，经企业修订后打印各类报表参

与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退税正式申报。

假设甲企业2013年10月份以离岸价方式报关出口2笔服装，

外销收入折合人民币分别为160	000元（当期凭证收齐且信息齐

全）和140	000元（当期凭证收齐但信息没有），在当期全部计入

外销收入，并按12号公告方法进行了申报。已知出口服装的征税

率为17%，退税率为16%，则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含当期凭证不齐部分)×外汇人民币折合

率×（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160	000+140	000）

×（17%－16%）=3	000（元），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

岸价(前期及当期凭证收齐部分)×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

退税率=160	000×16%=25	600（元）。企业生成预申报数据时，当

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免抵退税办法出口货物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栏（第18栏）和《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免抵退

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栏（第25栏）均为3	000元。11月份该企

业无内外销业务发生，但因所属期10月份出口的140	000元服装

有质量问题发生部分退运40	000元，当期在海关办理退运变更出

口货物报关单后，实际收到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离岸价和电子信

息均为100	000元。因此，该企业在所属期11月的免抵退税预申

报中，对所属期10月按凭证不齐已申报的140	000元进行了全额

冲减，并将实际的100	000元外销收入按凭证收齐重新进行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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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则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00	000 －140	000）

×（17%－16%）=-400（元），当期免抵退税额＝100	000×16%=			

16	000（元）。在生成所属期11月预申报数据时，当期《增值税纳税

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免抵退税办法出口货物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栏（第18栏）和《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栏（第25栏）均为0元、“结转下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

和抵扣税额抵减额”栏（第26栏）为400元－当期《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免抵退办法出口货物销售额”栏（第7栏）和《免抵退税申

报汇总表》“免抵退出口货物劳务销售额”栏（第4栏）均为-40	000

元，该企业在所属期11月对10月申报的差错数据进行了调整。

二、出口退（免）税申报调整后

从上例看，企业在出口退（免）税申报中，所属期10月预申报

时未收齐的140	000元服装凭证与电子信息，在11月收齐后进行

了退（免）税申报，前后2个月调整申报数据给企业带来了许多麻

烦。而出口企业因无信息或凭证原因，当期无法在税务机关审核

退税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为了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方便企业，实

现申报“零差错”和审核无疑点通过，61号公告对上述规定重新

进行了调整，企业在正式申报出口退（免）税之前，应按现行申报

办法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预申报，在主管税务机关确认申报凭证

的内容与对应的管理部门电子信息无误后，方可提供规定的申报

退（免）税凭证、资料及正式申报电子数据，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

正式申报。其中，生产企业应根据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的出口销售

额计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即出口货物劳务与服务申

报退（免）税时，在收齐凭证和相关信息后才参与免抵退税不得免

征和抵扣税额的计算，与免抵退税额的计算实现同步。

接上例，按61号公告，执行日期为2014年1月1日，则时间

设为在2014年10月份，其他条件不变，A企业对凭证收齐且信息

齐全的160	000元进行了免抵退税预申报，经税务机关确认无误

后生成正式申报。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60	000×

（17%－16%）=1	600（元），当期免抵退税额=160	000×16%=					

25	600（元）。企业生成预申报数据时，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

列资料（二）》“免抵退税办法出口货物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栏（第

18栏）和《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栏（第25栏）均为1	600元。在所属期11月，由于所属期10月出口

的140	000元服装是按退运后100	000元收齐凭证且信息齐全进

行申报的，经税务机关对预申报确认无误后生成正式申报。当期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100	000×（17%－16%）=1	000

（元），当期免抵退税额＝100	000×16%=16	000（元），出口退（免）

税实现“零差错”申报。企业生成预申报数据时，当期《增值税纳

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免抵退税办法出口货物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栏（第18栏）和《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免抵退税不得免

征和抵扣税额”栏（第25栏）均为1	000元。

三、出口退（免）税申报相关问题的处理

61号公告规定，与本公告相冲突内容的文件自执行之日起同

时废止，并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企业收不到信息或内容不符的处理

一是属于凭证信息录入错误的，应更正后再次进行预申报。

二是属于未在“中国电子口岸出口退税子系统”中进行出口货物报

关单确认操作或未按规定进行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操作的，应

进行上述操作后，再次进行预申报。三是除上述原因外，可填写

《出口企业信息查询申请表》，将缺失对应凭证管理部门电子信息

或凭证的内容与电子信息不符的数据和原始凭证报送至主管税

务机关，由其协助查找相关信息。如果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

日前，因上述原因无法完成预申报的，企业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出口退（免）税凭证无相关电子信息申报表》及其电子数据和

退（免）税申报凭证及资料。经审核无误后，正式申报时间不受退

（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的限制。否则，不得进行退（免）税申报，

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或纳税申报。

（二）退税申报新旧政策交替的处理

61号公告规定，出口货物劳务及服务不包括生效前已按原办

法申报的凭证或信息不齐的出口销售额。特别是生产企业已按原

办法申报凭证或信息不齐的，在61号公告生效后应及时收齐有关

凭证、进行预申报，并在凭证齐全、信息通过预申报核对无误后

进行免抵退税正式申报。正式申报时，只计算免抵退税额，不计算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三）先退税后核销退（免）税的处理

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第九条第（四）项规定的生产

企业，不在61号公告规定范围之内，其免抵退税申报仍按原办法

执行。	

（作者单位：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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