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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免抵退税的
计算与申报

 张亚楠■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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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和 《出口

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 年

第24 号，以下简称《公告》）规定，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

增值税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其出口的应税消费品免征消费税，如

果属于国内购进出口的货物，退还上一环节已征的消费税。上述

文件对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的适用范围、申报

管理等内容都做了调整，其中申报管理有三个环节不容忽视。

一、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免抵退税计税依据

根据《通知》规定，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增值税退

（免）税的计税依据，按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扣除出口货物

所含的海关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后确定。同时，新政策对原来散

见于各文件中的条款进行了梳理，并重申了三个问题 ：一是海关

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不能作为生产企业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应当在出口货物离岸价（FOB）中扣除。二是在海关监管下的以进

料加工贸易方式，从境外和特殊区域进口的料件属于进料加工业

务。三是在海关监管下的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从境外单位或个

人购买并从海关保税仓库提取的保税进料和从保税区内的企业

购进的保税进料属于进料加工业务。

二、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免抵退税的计算

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免抵退税计算与一般贸易有着本质的区

别，主要涉及到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不得参

与免抵退税计算，并通过两项指标进行调整，一是当期不得免征

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二是当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根据《公告》

规定，核算上述两个抵减额的方法有两种，即购进法和实耗法。

以实耗法为例，如 A生产企业在 2012 年 9月进口一批料件的组

成计税价格为1 040万元人民币，当月复出口货物的销售额 FOB

价为1 700万元人民币，其中1 300万元复出口货物收齐单证并且

信息齐全，400万元复出口货物未收齐单证。该企业当月从国内

购入乙材料的进项税额为68万元，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作

了认证 ；内销收入的销项税额为51万元，本月无上期留抵税额。

已知复出口货物征税率为17%，退税率为13%，进口料件登记手

册的计划进口总值为 910万元，计划出口总值为1 300万元。那么

计算当期免抵退税额的步骤为 ：

（一）确定计划分配率和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

价格

计划分配率 = 计划进口总值÷计划出口总值×100%=910÷

1 300×100% ＝70%

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 =当期进料加

工出口货物离岸价（单证收齐且信息齐全）×外汇人民币折合率

×计划分配率 =1 300×70%=910（万元）

应当注意，根据《公告》规定，计划分配率的确认主要分为

两种情况。一是实行纸质手册和电子化手册的生产企业，应根据

海关签发的加工贸易手册或加工贸易电子化纸质单证所列的计

划进出口总值计算计划分配率，上述例题就属于此种情况。二是

实行电子账册的生产企业，计划分配率按前一期已核销的实际

分配率确定 ；新启用电子账册的，计划分配率按前一期已核销的

纸质手册或电子化手册的实际分配率确定。

（二）计算当期应纳税额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

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910×（17% － 13%）=36.4( 万元 )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当期全部

出口额）×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

退税率）－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1 700×（17% －

13%）－ 36.4=31.6( 万元 )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不得

免征和抵扣税额）=51 －（68 － 31.6）=14.6( 万元 ) 

（三）计算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

成计税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910×13%=118.3( 万元 )

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单证收齐且信息齐

全）×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当期免抵退税额抵

减额=1 300×13% － 118.3=50.7(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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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当期应纳税额大于零，因此，当期免抵税额 =当期免

抵退税额=50.7 万元，当期应退税额为 0。

在实际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免抵退税操作中，还应考虑两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手册核销的处理。承接上例，如该手册的料件

在 10月份全部使用完毕，海关已给A 企业出具了《加工贸易结案

通知书》核销结案，并于本月收齐了上月复出口货物 400万元的

单证。A 企业根据海关出具的结案证明向税务机关申报了核销手

续，经计算，实际分配率 = 全部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免抵

退税货物出口销售额×100%=1 040÷1 700×100% ≈ 61.18%，

与计划分配率 70% 存在差异。对此，应将实际进口料件的总额

与每期计算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的累加之和进行比较，以它

们之间组成计税价格存在的差额为依据，计算补开不得免征

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和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并参与当期的免抵退

税的计算。那么依本例 , 实际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

税价格总额 =1 700×61.18% ≈ 1 040( 万元 ) , 每期计算进口

料件组成计税价格的总和 =910+400×70%=1 190( 万元 ),它

们之间的差 =1 040 － 1 190=-150( 万元 ), 说明每期以计划分

配率计算出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总和比实际进口料件的

总额要多, 应在当期进行调减并参与当期免抵退税的计算。当

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400×70% － 150)×（17% －

13%）=5.2( 万元 ), 当期 免抵 退 税 额 抵 减 额 =(400×70% －

150)×13%=16.9( 万元 )。二是采用购进法的计算。购进法是指

从事进料加工的生产企业在进口料件报关进口入库后，将进口

报关单进口额折合计算出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

格，乘以复出口货物的征、退税率之差，在计算当期应纳税额

时，从出口货物离岸价乘以复出口货物的征、退税率之差中扣

减。在计算当期免抵退税额时，用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

成计税价格乘以复出口货物退税率，在出口货物离岸价乘以复

出口货物退税率之积中扣减。根据《通知》规定 , 当期进料加工

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为当期实际购进的进料加工进口

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若当期实际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大于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适用

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的，则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

额 =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适用

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三、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免抵退税申报需注意三个

环节

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与一般贸易免抵退税申报的步骤大致相

同，但还应注意以下三个环节 ：

（一）进料加工手册登记

根据《公告》规定，生产企业在办理进料加工贸易手（账）册

后，应于料件实际进口之日起至次月（采用实耗法扣除的，在料

件实际耗用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填报《生产

企业进料加工登记申报表》，提供正式申报的电子数据及资料，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进料加工登记手续。而原相关政策规

定是在取得海关核发的《进料加工登记手册》后的下一个增值税

纳税申报期内。同时，《公告》还新增加了进料加工变更登记的管

理，明确手（账）册如发生加工单位、登记进口料件总额等项目

变更的，企业应在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

期内申报手（账）册变更手续。

（二）进口料件申报及抵扣证明的出具

根据《公告》规定，从事进料加工业务的企业应于料件实际

进口之日起至次月（采用实耗法计算的，在料件实际耗用之日起

至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持进口货物报关单、代理进口

货物证明及代理进口协议等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生产企业

进料加工进口料件申报明细表》、《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出口货物扣

除保税进口料件申请表》。与原相关政策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 ：

一是将进口料件申报的期限由原来发生进口料件的当月调整为料

件实际进口之日起至次月( 采用实耗法计算的，在料件实际耗用

之日起至次月) 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二是《生产企业进料加

工贸易免税证明》改为《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出口货物扣除保税进

口料件申请表》；三是将进料加工登记的时间、进料申报时间、

扣除保税进料申请时间合并为一步申报，采用购进法的为实际进

口之日起至次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采用实耗法的为料件实际

耗用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三）手册核销的处理

根据《公告》规定，采用纸质手册或电子化手册的企业，

应在海关签发核销结案通知书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

期内填报《生产企业进料加工手册登记核销申请表》，提供正式

申报电子数据及纸质手册或电子化手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办理进料加工的核销手续 ；采用电子账册的企业，应在海关办

结一个周期核销手续后，在海关签发核销结案通知书之日起至

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填报《生产企业进料加工手册登记

核销申请表》，提供正式申报电子数据，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

理进料加工的核销手续。新旧政策相比主要变化为，一是分别

纸质手册、电子化手册和电子账册企业调整进料加工核销申报

的期限 ; 二是将原来的《生产企业进料加工海关登记手册核销

申请表》调整为《生产企业进料加工手册登记核销申请表》。

此外，开展进料加工业务的出口企业若发生未经海关批准将

海关保税进口料件作价销售给其他企业加工的，应按规定征收

增值税、消费税 ；从事进料加工业务的生产企业，未按规定期限

办理进料加工登记、申报、核销手续的，主管税务机关在按照税

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后再办理相关手续。

（作者单位 ：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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