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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出口退税核算的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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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会计处理，在“应交增

值税”二级帐户下面要设立“进项税额”、“已交税金”、

“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五个三级帐

户；并要登记多栏式明细帐。在多栏式明细帐上，把五

个三级帐户分为两组：属于借项的有“进项税额”、“已

交税金”两个，都是可以抵扣的；属于贷项的有“销项税

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三个，都是应交税

的。企业每月实际应纳税额，要依多栏式明细帐上的期

初余额而定：余额在贷方的，要交税；余额在借方的，不

必交税，并可继续用于抵扣。由此可见：凡记入贷方的

发生额都是要交税的，凡记入借方的发生额都是可以

抵扣的。因而企业的计税公式为：

实际应纳税额=“应交增值税”的贷方发生额-借

方发生额= 贷方余额（不够减时为借方余额，可以继续

抵扣）

基于这种情况，许多会计人员以及一些厂长、经

理，就共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出口退税”记入

贷方？记入贷方就是要交税，这样一来，国家退的税又

交纳给国家了，等于没有退。企业并未实际享受到退税

的好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处理出口退税的核算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冲减借

项，即把它以负数记入借方，从“进项税额”或整个借项

中减掉，也即是减少抵扣额；另一种是增加贷项，即增

加“销项税额”，或是增加应纳税额。其结果，企业的最

后应纳税额是一致的。

例如，企业的进项税额 13.6 万元，销项税额 18.7

万元，另有出口退税 2 万元，求最后实际应纳税额。

第一种作法：把出口退税从借项（进项税额）中减

掉，即：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出口退税）= 18.7 万元-（13.6

万元一 2 万元）= 7.1 万元

第二种作法：把出口退税记入贷方，也可说是增加

销项税额，即：

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 18.7 万元+ 2 万元-
13.6 万元= 7.1 万元

两种算法，结果是一致的。

第一种作法是冲减借项，即减少抵扣额。它的优点

是好理解，尤其是纳税人（企业的负责人及财会人员）

好理解。其含义为：“国家将企业原支付的‘进项税额，

退还给企业，故应把进项税额相应冲减掉。”但是在帐

务处理上却有疑义：若把出口退税从进项税额中减掉，

即以负数（红字，下同）记入进项税额专栏，则出口退税

得不到单独反映，而且容易与购进退货收到供货单位

的退税相混淆（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以负数记入进项税

额专栏）；另一作法是在借方设一“出口退税”专栏，但

这专项只能记负数。由于它只能记负数，对一般财会人

员来说，往往容易出错。采用第一种作法，即冲减 借项

的作法，都要同时将原贷方的“出口退税”专栏取消。

第二种作法，也是现行的作法，即是在贷方设“出

口退税”专栏，将收到的退税额以正数记入该专栏，从

而增加贷项，即增加纳税额。优点是帐务好处理，出口

退税情况一目了然，寻找数字容易；缺点是容易引起误

解。

按以上两种作法，登多栏式帐簿对比如下：

第一种作法：冲减借项，减少抵扣额，简称 A 法，下

面又分为从进项税额中冲减（简称 A 1 法）和设专栏记

负数冲减（简称 A 2法）两种。

第二种作法，增加贷项，增大纳税额，简称 B 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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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现行制度规定的作法。

现用前面举例的数据，分别登帐如下：为节省篇

幅，将帐户名称、日期、凭证号略去。

A 1法：从进项税额中减掉。

A 2 法：在借方设专栏，从整个借项中冲减。其中借方的

“出口退税”专栏只能记负数。

B 法：把出口退税记入贷方，即在贷方设“出口退税”专

栏登记。

由于以上三种方法的结果相同，因而三种方法都

是可行的。不过若改用 A 1 法或 A 2法，则需另印制帐

页；而且它们与现行制度规定不一致，与其他企业的作

法也不同，应谨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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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通则》第三

十一条规定：“企业发生的

年度亏损，可以用下一年度

的利润弥补，下一年度利润

不足弥补的，可以在五年内

用所得税前利润延续弥补。

延续五年未弥补的亏损，用

缴纳所得 税后的 利 润 弥

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十一条

规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

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

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

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

年延续弥补，但是延续弥补

期最长不得超过 5 年。”可

见，对于企业年度亏损弥补

的基本方法，财务制度与税

法的规定是一致的，但是关

于弥补实务工作中涉及的

各种指标的内涵，特别是

“年度亏损”这一关键性指

标的确切内容，财务制度及

税法均未作具体说明，这样

就使得企业在运用这一方

法时不免产生了一些误区。

误区之一：没有区分亏

损的性质，凡出现上一年度

亏损都一律进行税前弥补。

我们知道，企业的亏损

分为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

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企

业没有承担弥补的义 务。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

经营机制条例》第二十八条

规定：“企业为实现政府规

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

产指令性计划产品，由于定

价原因而形成的政策性亏

损，物价部门应当有计划地

调整或者放开产品价格，予

以解决。不能调整或者放开

产品价格的，经财政部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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