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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工作中很多朋 友 感 到 增值 税

出 口免退税的“免抵退”管理办法（以 下

简称“免抵退”）的原理和计算方 法不易

理解和掌握，遇到 一些引申问题就更难

解决。因此本文在对免抵退原理做简要

分析的基础上 ，举例说明税务总局 文件

给出的免抵退各项税额确定的过程，并

作一点延伸讨论。需要说明的是，现行

免抵退管理办法执行的是《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 于进 一步推进 出 口 货 物 实

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财税[2002 ]

7 号 ，以下简称“7 号 文”），为了便 于理

解，本文引入了一些与 7 号 文相比并不

十分规 范 的概 念，仅作讨论之 用 ，无论

是实践操作还是考试中，还是应该严 格

按照该文规定来操作和运用概念。

一、免抵退原理简析

“免”税是指对 生 产企业 出 口 的 自

产货物 ，免征本企业 生产销售 环 节增值

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 出 口自产货物

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等

所含应 予 退还的进项税额 ，抵顶 内销货

物的应纳税额；“退”税是指生 产企业 出

口的自产货物在 当 月 内应 抵 顶 的进项

税额大于应纳 税额 时，对未抵顶 完的部

分予以退税。“免、抵、退”办法的核心

是以 出 口 应 免退税额抵 顶 内销 产 品 应

纳税额，抵顶的过程称 为“免抵”，免抵

的金额称为“免抵额”，以免抵的过程将

内销应 纳 税和出 口 免退税 两项 业 务联

接起来，简化 了 征纳程序。其原理是，如

果企业 当 期既有出 口 又有内销 ，则 首先

以出 口 应 退 税额抵 顶 内销 货物 应 纳 税

额。但是抵顶过程可能 存在 三 种情况：

1、不足抵顶 ，即内销货物应 纳税额 大 于

零且大于 当期 出 口 应 退税额 ，因 而 在抵

顶 之 后 ， 还应 该 缴 纳 一定数 额 的增值

税，期末无实际 留抵税额。2、抵顶有余，

即计算 出 的 内销 货物 应 纳 税 额 大 于等

于零但小于 当期 出 口 应退税额 ，这样抵

顶之后 当 期 不需要再 纳税，且还有未抵

顶完的需要退还企业的应退税额。实际

应 退税额 在金 额 上 等于计算的企 业 当

期 应 纳税额的绝对值，当期实际抵顶金

额 等于名 义 应 退 税 额 与实际 应 退 税 额

之间的差 额。这种情况下计算的 当期 应

纳税额小于零，期 末无实际 留抵税额。

3、不需抵顶，即 当 计算的内销货物 应纳

税额小于零时 ， 实际上不需 要抵 顶 ，当

期 应退还全部出 口 应退税额。这种情况

下计算的 当期 应 纳税额小于零，期 末实

际留抵税额为 正。

这里 所说的“实际 应 退 税 额”是相

对于 7 号 文中的 “当期 免抵退税额”这

个“理论应 退 税 额”（或 称“名 义 应 退 税

额”）而 言的；同 样“当 期期末留抵税额”

也是一个名义 留抵 额 ，在数值上 等 于 当

期 应 纳税额小于零时的“当期 应 纳税额

的绝对值”， 而 期末实际 留抵额是要经

过计算判断确定的。这样，通过引入 7

号 文中不需要计算的“当 期内销 产 品 应

纳税额”， 可以更好地理解免抵退的原

理。我们再把上述文字转化成公 式，从

而进一步理解 7 号 文。

从原 理 可 知：在 数值上 ，当 期 内销

产 品 应 纳 税 额 = 当 期 内销 货 物 销 项 税

额-（当 期进项税额-当 期免抵退税不得

免征和抵扣的税额-当期 免抵退税额）-

上 期 留抵税额。请 留意其与“当期应 纳

税 额”的 区 别 和联系：当期 内销 产 品 应

纳 税额 = 当期 应 纳税额+当期 免抵退税

额。实际上就是：当期 应 纳税额=当期内

销产 品 应纳税额-当期 免抵退税额。这

个公式就是“免抵”过程的直观体现，即

以 出 口 应 退 税 额 抵 顶 内销 货 物 应 纳 税

额的过程。

按 照 上述分析 可 知 ， 当期 应 退 税

额= 当期 免抵退税额-当期 内销 产品 应

纳税额=-当期 应 纳税额，所以：1、“当期

内销 产品 应纳税额”大 于等于零但小于

当期 免抵退税额 时 ， 分析公 式 可 知，期

末 留抵税额 （当 期 应 纳税额的绝对值）

≤ 当期 免抵 退 税 额 ，同 时可知 ，当 期 应

退税额=期末 留抵税额 ， 这在原理上属

于“抵顶有余”的 情况；2、“当 期 内销 产

品 应 纳税额”小于零时，分析公 式可知，

期末留抵税额 >当 期 免抵退税额 ， 同 时

可知，当期应退税额= 当 期 免抵退税额。
内销 产 品 应 纳 税 额 小于零在 原理上 属

于“不需抵顶”。可 见 7 号 文比较“当期

免抵退税额”与“当期 期末 留抵税额”的

意 义就是 判 断 当期 到 底 是抵 顶 有余还

是不 需抵顶 ，以确定当期的实际应退税

额 ，并且直接给 出 了结论：“实际应 退税

额”是“当期 免抵退税 额”与“当 期 期 末

留抵税额”的较小者。

二、例析“免抵退”计算过程

分析 7 号 文可知，比较完整的计算

步骤和分析过程 应该是：1、计算“免抵

退 税 不 得免征和抵扣 的 进项税额 抵减

额”；2、计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

的 进 项 税 额”；3、计 算“当期 免抵 退税



额”；4、计算“ 当 期 应 纳税额”；5、当应 纳

税额小于零时 ，比较“ 当 期 免抵退税额”

与“当期 期 末 留 抵 税 额”，确 定“ 当 期 应

退税额”，计算当 期 免抵税额及期 末实

际留抵税额。以下举例分析。
【基本信息】某 生 产企业 生 产的产

品既有出 口 又有内销 ，出 口 实行免抵退

办 法 ，产 品 销售适用 17 %的税率 ，出 口

退税率为 13%， 当期 出口 300 万美元，

汇 率 1：8.5， 当期 可抵扣的进项 税为

300 万元 ，另 外当期免税进口价值 100

万 美元的料件（含关税等），用 于 生 产 出

口产品。下面按三种情况分析。
第一种情况， 当期 应 纳 税额>0，说

明 以 当期 出 口 应 退进项税 额抵 顶 内销

业 务应 纳税额之后 ，还应 交 纳 一定金额

的增值税，即不足抵顶。

【例 1】假设 当 期 内销货物 1 500

万元。
第一步：如果当期存在 免税购进原

材料或者进料加工免税进口 料件，就要

首先 计算 免抵 退 税不 得免征和抵扣 的

进项税额抵减额 ，以便进一步计算免抵

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不存在免

税购进原 材 料或者进料加工免税进 口

料件的情况下，这一步可以跳过。
免抵退 税不 得 免征和抵 扣 税 额 抵

减额= 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 口货物

征税率-出 口货物 退税率）=100×8.5×

（17%-13%）=34（万元）；

第二步，计算免抵退税不 得免征和

抵扣的税额，目的是为了 进一步计算当

期准予 免税和抵扣的进项税额，当然，

这是为 了进一步确定当期的应纳税额：

免抵退税不 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出

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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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8.5×（17%-13%）-34=68（万元）；

第 三 步，计算 当 期 应 纳 税 额 ，即 以

出 口 货物 免 退进项税 额抵顶内销 货物

应纳税额：

当期 应 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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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17%-
（300-68）= 23（万元）；

第四步，计算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 免 抵 退 税 额 = 出 口 货 物 离 岸

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 口货物退税率-
免抵退税 额抵减额= 出 口货物 离岸 价×

外 汇人民 币 牌价×出 口货物 退税率-免

税购进原 材 料价格×出 口 货物退 税 率=

300×8.5×13%-100×8.5×13% = 221

（万元）；

第五步，比较 确 定 当期 应 纳 、应 退

税 额 ，免抵 额 ，当期 免抵退 税不 得 免征

和抵扣税额

例 1 情 况下，当期 不需退 税，当期

实际抵 顶 税 额 = 当期 免抵 退 税 额=221

万元；期末实际 留抵额= 0。

【还原分析】我 们 可以 实际计算当

期内销产品应 纳税额 ，但这 时需要先计

算 当 期 免抵退 税额 ，将其与不 予 免税或

抵扣的税额从进项税额 中扣减出 去，剩

余的部分就是 当期 内销 产 品 可 以 抵扣

的 进 项 税：当期 内 销 产 品 应 纳 税 额 =

1 500×17%-（300-221-68）=244（万

元），当期 免抵退税额 221 万元，所以不

足抵顶 ，而且 当期还需 缴纳税额=244-
221= 23（万元）。

第二种情况：当期 应 纳税额≤0，且

内销 产 品 应 纳 税额 大 于零但小于 当 期

免抵退税额时，则 当期不需纳税且应 予

退税，即抵顶有余。

【例 2】假设 当期 内销 货物 1 000

万元。
前述第一、二 、四 步骤不 变，第 三 步

为：当 期 应 纳 税 额 = 1 000 ×17%-
（300-68）=-62（万元）；

第五步，比较“ 当期 期末留抵税额”

与“当期 免抵退 税额”，在本例中，当期

期 末 留抵税 额=-当期 应 纳 税额 = 62 万

元< 当 期 免抵退税额= 221 万元；

所以 ， 当 期 应 退税额= 当 期 期 末 留

抵税额=-当期 应纳税额= 62 万元；

当 期 免抵税额= 当 期 免抵 退 税 额-
当期 应退税额= 221-62= 159（万元）。

期末实际 留抵额=62-62= 0

【还原分析】当 期内销 产 品 应 纳税

额=1 000×17%-（300-221-68）=159

（万元），但小于当期 免抵退税额 221 万

元 ，说明 出口货物 应 退税额 大于内销货

物应 纳税额，即抵顶有余。这种情况下，

当期进项税额 已 全部抵扣，期 末无实际

留抵 额。

第三 种情况：当期 应 纳税额≤0，且

内销货物应 纳税额<0，意味着应该全部

退还出口 应退税额。这时期 末实际有 留

抵税额。

【例 3】假定 当 期 内销 货物 50 万

元。
前述第 一、二 、四 步骤不 变，第 三 步

为：当期 应 纳 税 额 = 50×17%-（300-
68）=-223.5（万元）；

第 五 步 ，在本 例 中 ，当期 期 末 留 抵

税额即免抵 退税额 = 223.5 万元>当期

免抵退税额= 221 万元；

所以， 当 期应 退税额= 当期 免抵 退

税额=221 万元；

当期 免抵税 额= 当期 免抵退 税额-
实际退税额= 221-221=0

当期 留抵税 额 = 223.5-221=2.5
（万元）。

【还原分析】这种情况下，当期 应 纳

税额-223.5 万元， 且内销货物应 纳税

额 =50 ×17%-（300 -221 -68）=-2.5
（万元），即内销部分不需纳 税且有未抵

扣 完的进项税额 2.5 万 元 可 留待以 后

期 间抵扣 ，所以不需要以 出 口 应 退税额

抵顶，即不需抵顶。这样，当 期实际应退

税额= 当期 免抵退税额-内销货 物 应 纳

税额= 当期 免抵退税额-0= 当期 免抵退

税额。

三、免抵退税管理办法的延伸分

析

当企 业 生 产 的 产 品 享 受出 口 免 退

增值税时，如果企业同 时存在免税购进

原 材 料或 者 免税进 口 料 件 加工 复 出 口

（简称免税购进材料），就会存在免税购

进材 料 与国内（不 享 受 免税）采 购 材 料

之间的对比，当 国内采 购价格与免税进

口 料件价格处于某一比率 时，两者会达

到损益的平衡点。我们这部分内容就是

来分析这个平衡关 系。我们的分析必须

建立在 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下：假设在 一

个较 长的时间段 里 ，国内采购和免税进

口除采 购价格不同以 外，企业 的其他诸



多条件，包括材料采购和消耗数量均相

同，且不考虑采购、运输费用 的差异。通

常 与损益 有 关 的 几 个 主 要 因 素有 销 售

成本、利 润 总额 、净利 润等，但因为增值

税价外税的特点 ，使得增值税出 口 退 税

本身并不直接影响这几个因素，而 只 有

免抵退 税不 得免征和抵 扣税 额 要 计入

当期销售成本，从 而通过影响销售成 本

而影响其他几个因素。因此，利润 总额、

净利 润 的 平衡 点 与销 售成 本的 平衡点

是一致的。以下以销售成本的平衡点为

例进行分析：

1、基本前提：销 售 成 本= 材 料 采 购

数量×材料采购单价+其他成 本费用+免

抵退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说明：在实践中免抵退 不 予 抵扣和

免征的税额是直接调增销售成 本。

2、免抵退不 得免征和抵扣税 额= 出

口货物 离岸价×外 汇 人民币 牌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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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国内采 购时销售 成本=国内

材 料 采 购数量×国内材 料采 购单价+其

他成本费用+出 口 货物 离岸价×外 汇 人

民币 牌价×（出 口货物征税率-出 口货物

退税率）

免税进 口 料件时销 售成本= 免税进

口 料件 数 量×免税进口 料件单价+其他

成本费用+免税进口 料件免抵退不得免

征和抵扣税 额= 免税进 口 料件 数 量 ×免

税进 口 料件单价+其他成 本费用+出 口

货物 离岸价×外 汇 人民币牌价×（出 口货

物 征 税率-出 口 货 物 退 税率）—免 税进

口 料件数量×免税进口 料件单价×（出 口

货物征税率-出 口 货物退税率）

3、令国内采购 时销售 成 本= 免税进

口 料件时销售成本

化 简后有：国内采购数量×国内采

购 材 料单价= 免税进 口 料件 数 量×免税

进 口 料件单价—免税进 口 料件数 量 ×免

税进口 料件单价×（出 口货物征税率-出

口货物退税率）

因 为：国内采 购数量=免税进 口 料

件数量

所以：国内采 购 材料单价= 免税进

口 料件单价×（1—出 口 货物征税率+出

口货物退税率）

4、结论：国内 采 购 材 料单价= 免 税

进口 料件单价×（1+出 口货物退税率-出

口 货 物 征税率）时 ，企 业的销 售 成 本达

到 平衡点 ，国内采购单价低于此价 时国

内 采 购 有 利 ， 高 于 此 价时 免税进 口 有

利。
当 然，除了对损益的直观影响 外，

增值税 出 口 免退 税本身作 为 一种具有

补贴性 质的优惠政策 ，包括因 采 购 方 式

不 同 在 内的 诸 多因 素的 变化 而 引起 免

退税情况的 变化 ，也会在很多方 面 对企

业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陕西渭南兴和有限责

任会计师事务所

  山东鲁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崔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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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优化配置高中教育资源的几点建议

陶明建  何 平

近些年来，尽管各地政府对普通高中经费投入逐年加 大，但一方面经费投

入不足 与普通高中发展对资金需求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另一方面普通高中又

存在过度举债、资源配 置不合理、盲目投资等现象。笔者在此提几点建议：
1、学校管理层要客观评价自身经济实力。学校不同于企业，不能以 追求经

济效益为目标大举负债，而且，学校的经济效 益又 受国家收费政策的制约，因

此，确有必要举债时，应考虑负债的规模、结构，做到举债适度。对新增负债必须

经政府批准；对已形成的 负债，各学校要制定出还款计划；对违规的举债行为应

及时予以 纠正。2、把好项 目审批关，有效控制基建规模。学校的发展规模要考虑

生源的发展变化，不能只 看到生源高峰就盲目上项目。学校建设项目审批小组

应对每一项目进行事前论证：是否符合政府的规划；是否有可靠的资金来源；负

债比率是否合理；建成后是否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3、加 强对工程建设、设备

购置的管理。对于工程建设项目 ，应按有关程序报批立项 ，并进行招投标，严格

按中标标的施 工 ，工程标的确需变更追加的，应经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审批，工

程 完工后 ，应及时办理竣工验收。工程决算应公 开、透明，按规定操作，接受监

督。对于设备购置、大宗物品 的采购，凡列入政府采购的项目都必 须实行集中采

购。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皋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刘黎静

建议·动态简讯  

2006年度全国 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时间确定

200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 考试定 于5月 20日～21日 举

行， 继续使用2005年度全国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全国会

计考办有关负责人提示，参加 会

计专 业技 术中级 资格 考试的 人
员 ，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全部

科目考试均合格者，可获得会计

专业技术中级 资格证书；参加 会

计 专业技术初 级 资格 考试的人
员，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

全部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会计

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证 书。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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