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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抵退税新政下

增值税核算和申报

张奕■

2019年发布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

告2019年第39号，以下简称39号文）和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

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4号，

以下简称84号文）关于留抵退税的规定，

对企业增值税核算和申报都产生了重要

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一、留抵退税前后政策的异同

通过表1可以发现，部分先进制造

业相对其他行业在执行留抵退税时优势

比较明显：

一是政策适用的主体有变化。其实

在2018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2018

摘 要： 本文对比分析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和《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
税政策的公告》，指出后者适用的主体只限于制造业中的部分先进企业，对非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留抵退税按前者操

作；关于增量留抵税额的规定两个新政策差异较大，前者要求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

额不低于50万元，后者只要求每月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前者的退税金额为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后者退税

金额为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最后通过案例阐述了不属于部分先进制造业和属于部分先进制造业两类企业的增量留

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和实际退税金额的核算和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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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的限制上。39号文要求连续六个月

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

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而84号文不

再要求连续6个月每个月都要有增量留

抵税额。39号文会导致一些纳税人不满

足条件而无法享受到税收优惠，而84号

文表明无论申报期的哪个月增量留抵税

额大于零，都可以申请退税，采用即留

即退的方式。这个变化使得部分先进制

造业纳税人可以提前享受到退税优惠。

首先，第一次享受退税优惠的时间提前。

按39号文规定部分先进制造业原本要等

到2019年10月纳税申报期，而现在这部

分纳税人可以赶在9月申报期最后几天

申请留抵退税。其次，第二次退税时间

也提前。原本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最

快要到2020年4月才能享受第二次退税

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明确

规定，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行业和研

发等现代服务业、电网企业的增值税期

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而39号文与之相

比，明显取消了对留抵退税的行业限制，

满足政策规定退税条件的企业都可以申

请退税。84号文相比39号文留抵退税力

度更强，但享受的主体却只局限于符合

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值得注

意的是，84号文并不是取代39号文，只

是对部分先进制造业的特殊待遇，是优

惠之上的再优惠。

二是退税条件放宽，即留即退。两

条新政规定的退税条件都有5条，其中

后面4条关于纳税信用方面的要求基本

一样，最大的差异在于第一条增量留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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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现在只要每个月有增量留抵税额，

每个月都可以申请退税。

三是留抵退税门槛降低。84号文取

消了39号文中对于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万元的要求，而50万元几乎可以认为

就是一个硬性门槛，达到门槛要求才可

以退税。84号文仅要求增量留抵税额大

于零，取消了50万元的增量门槛。对于

先进制造业的小微企业来说50万元不是

个小数目，可以很好地缓解资金压力。

四是全比例退税，退税金额更多。从

表1可以看出，相比39号文，84号文在

计算退税金额的公式中剔除了60%的比

例限制，实行全比例退税，退税力度明

显加大。如符合条件的增量留抵税额是

200万元，进项构成比例是80%，按照39

号文可以退税96万元（200×80%×60%），

但是依84号文可以退税160万元（200×

80%）。对同样一个先进制造企业来说，

可以多退税64万元，使得企业获得更

多的资金。可见新政策具有更高的含       

金量。

二、留抵退税前后政策要点解读

企业在执行过程中，对两条新政的

很多概念还不能深刻理解，下面对关键

要点进行解读。

（一）增量留抵退税的适用主体

如果按两个政策将社会上的企业分

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84号文适用的主

体只限于制造业中的部分先进企业，并

不是全部的制造业，也不是所有的先进

制造业。对那些非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

人，留抵退税只能继续按39号文操作。

实务中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先进制

造业纳税人，需要关注几点：首先，企

业的税收行业归属不能通过简单地查

询确定，需要按照纳税人销售额比重确

定。纳税人在申请退税前连续12个月的

销售额中，属于84号文规定的4大类先

进制造业范围的销售额合计占全部销售

额的比重要超过50%，如果小于或等于

50%，都只能按39号文执行留抵退税政

策。经营期不满3个月的，因无法确定

“行业分类”， 也只能按39号文办理留抵

退税。其次，计算销售额比重50%比例

时分子分母的取数，分子可以对照《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范围来确定，但目前

的政策对分母全部销售的取值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建议按照增值税申报表主表

1、5、7、8行本月数（一般项目+即征即

退项目）的合计数来确定。再次，先按销

售额的比重来确定行业，再按行业来判

断是否属于部分先进制造业。最后，满

足条件的主体还必须具有一般纳税人资

格，而且还要求其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

或者B级，小规模纳税人以及纳税信用

等级为C级或者D级的企业都无法享受

39号文或84号文的留抵退税优惠。

（二）增量留抵税额的确定

留抵税额是指纳税人销项税额不

足以抵扣进项税额而未抵扣完的进项税

额。之前政策是将这些没有抵扣完的进

项税额结转下期抵扣，39号文和84号文

表1            39号文和84号文关于留抵退税的异同

比较项目 39号文 84号文 对比

享受主体 全行业 部分先进制造业 范围互为补充

纳税信用等退税条件 4个纳税信用条件 4个纳税信用条件 不变

增量留抵税额规定
连续6个月增量留抵
税额 >0 ； 第6个月增
量留抵税额≥50。

增量留抵税额 >0
退税条件放宽
退税门槛更低
享受优惠时间提前

政策出台时间 2019年3月20日 2019年8月31日 部分企业可先执行

退税金额的计算
增量留抵税额×
进项构成比例×60%

增量留抵税额×
进项构成比例

退税金额更多

退税具体流程及事项处理 执行39号文 执行39号文 不变

表3              怡心公司增量留抵税额计算表                         单位：万元

公司 项目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怡心
公司

期末留抵税额 20 15 18 25 30 32 35 40 75

增量留抵税额 -5 -2 5 10 12 15 20 55

表2              增值税申报表附表二部分行次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2+3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5+6+7+8a+8b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6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8a

                    其他 8b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 9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 10

（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 11

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12=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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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允许将这些没有抵扣完的进项税额退

还给企业，但退税部分只限于增量留抵

税额。增量部分给予退税，退还的款项

可以用来鼓励企业加大投资、购买设备、

扩大生产能力；存量留抵税额暂不退还，

主要考虑国家财政的可支付力、行政工

作的效率。

增量留抵税额并不是每个月必须

要有新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而是指每

个月申报完成后，本期期末留抵金额减

去2019年 3月31日的留抵税额大于零

的部分，也就是纳税人每个月计算增量

留抵税额时，都是和2019年3月底的留

抵金额相比，有增加的部分就是增量留

抵税额。

关于增量留抵税额的规定两个新政

策差异较大。39号文是要求连续六个月

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

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而84号文只要

求每月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三）进项构成比例的计算

满足39号文或84号文条件的企业，

都可以申请留抵税额退税，但并不是所

有的留抵税额都可以抵扣，而是规定了

一个退税比例，叫做“进项构成比例”。 

39号文的退税金额为留抵税额×进项

构成比例×60%，而84号文退税金额为

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后者退税更

多。按两个文件规定都需要计算进项构

成比例且计算方法也是一样的，都是指

2019年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

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

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

的比重。根据实际工作，本文总结了两

种取数方法来计算进项构成比例。

1.按票据种类取数。按最新增值税

政策，目前实际工作中增值税法定扣除

凭证有：①增值税专用发票；②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③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④接受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

的应税服务，从税务机关或者境内代理

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⑤农产

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⑥收费公路

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⑦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支付的桥、闸通行费取得的

通行费发票；⑧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取得的电子普通发票，注明旅客身份信

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铁路车票，

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根据两个文件

的规定，同期全部已抵扣的进项税额中，

进项构成比例的分子中未包括扣除凭证

⑤⑥⑦⑧涉及的进项税额形成的增量留

抵，因此，企业可以根据收到的票据进

行整理归类，建立票据备查登记簿，然

后按票据种类总结计算，如公式1所示。

根据文件， ①至④的取值期间为2019年

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

公式1：进项构成比例=（①+②+

③+④）÷（①+②+③+④+⑤+⑥+

⑦+⑧）×100%

2.按增值税申报表取数。各种业务

以及各种票据的数据最后能抵扣多少，

不能抵扣多少，都需要通过增值税申报

表附表二来体现，因此可以根据填好的

附表二来取数计算进项构成比例，取数

部分如表2所示，计算公式为：进项构

成比例=（第1行+第5行+第7行）÷

第12行 ×100%。

三、留抵退税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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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附表和主表，具体填报如表4、表5

所示。

假设怡心公司为满足84号文条件

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其他信息如

上例。由于4、5月份的增量留抵税额小

于零，不满足大于零的要求，这两个月

不能申请留抵退税，但从6月份开始计

算，每个月的增量留抵税额都大于零，

所以每个月都可以申请退税，因此6月、

7月、8月、9月都可申请退还增量留抵

税额。但由于84号文9月份才发布，因

此公司可以在10月增值税申报期内向税

务机关申请退还9月份的增量留抵税额。

另外，退税金额相比39号文取消了“打

6折”的限制，9月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

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

=15×80%=12（万元）。其他核算方法、

纳税申报与执行39号文的操作一样。

综上可见，留抵退税政策给企业带

来的减税效果非常明显，尤其是对那些

投入周期较长的企业，由于前提投资过

大，进项税额较大，会产生大量留抵税

额，形成了对企业资金的占用。退税后，

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能促使企业更新

设备、扩大投资，从而带来极大的经济

效益。

责任编辑 陈利花

怡心公司于2016年成立，同年被认

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按月申

报，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无出口业务，

不满足4大类先进制造业范围的销售额

合计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要超过50%，

根据企业条件判断不属于部分先进制造

业，留抵退税按39号文执行。

该公司2019年3月底留抵税额为20

万元，4月到11月的期末留抵税额分别

为：15万元、18万元、25万元、30万元、

32万元、35万元、40万元、75万元。4月

到11月抵扣的进项税额为150万元，其

中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的进项税额为

120万元、旅客运输服务的机票电子行

程单计算抵扣的进项税额为3万元、购

进农产品取得销售发票计算抵扣的进项

税额为7万元、通行费电子发票勾选认

证抵扣20万元。假设其他条件均满足。

首先，计算增量留抵税额。怡心公

司每个月的增量留抵税额等于每个月的

期末留抵税额减去3月底留抵金额，计

算结果见表3。因为4、5月份的增量留

抵税额小于零，不满足大于零的要求，

所以从6月份开始计算， 6 ～ 11月连续

六个月满足增量留抵大于零且11月（第

6个月）不低于50万元的条件，11月时

满足退税条件。

其次，计算进项构成比例。由于公

司按进项抵扣凭证种类做了备查分类

登记，计算时按票据种类取数，根据公

式1计算如下：进项构成比例=120÷

（120+3+7+20）×100%=80%。

最后，计算实际退税金额。非部分

先进制造业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因此怡心公司11月份允许退还的增量留

抵税额=55×80%×60%=26.4（万元）。

怡心公司应该在12月申报期申请

退还11月的增量留抵税额26.4万元，税

务机关会进行核准，公司在收到《税务

事项通知书》的当期，按税务机关核准

的退税金额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相应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文清.若干会计、税务处

理问题答疑[J].财务与会计，2019，

（9）.

[2]廖永红.增值税期末新增留

抵退税应注意的三个关键点[J].税

收征纳，2019，（8）.

[3]王文清，杜成娣.案解增量

留抵退税政策[J].中国税务，2019，

（7）.

[4]李旭红.增值税留抵退税符

合国际发展趋势[J].中国中小企业，

2018，（10）.

表4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部分）                单位：元
二、进项税额转出额

项目 栏次 税额

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 13=14至23之和 264 000

其中：免税项目用 14

—— ——

            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22 264 000

            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 23

表5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部分）              单位：元

项目 栏次 本月数

税款计算

销项税额 11 0

进项税额 12 0

上期留抵税额 13 750 000

进项税额转出 14 264 000

免、抵、退应退税额 15

按适用税率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16

应抵扣税额合计 17 486 000

实际抵扣税额 18 0

应纳税额 19=11-18 0

期末留抵税额 20=17-18 48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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