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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劳务视同内销

征税范围的划分与计算

罗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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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或视同出口的

货物适用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征税范围的，应当按视同内销货物

进行税款缴纳。与原相关政策相比，上述两个文件对出口企业视

同内销的货物，在征税范围及计算方式等方面做了较大调整。

一、出口货物劳务的征税范围

一是出口退税率为零的货物。根据《通知》规定，国务院明

确取消出口退税率的货物（即退税率为零），应当比照内销货物

征税，但不包括来料加工复出口货物、中标机电产品、列名原材

料、输入特殊区域的水电气、海洋工程结构物。上述五种情况

如果有属于出口零税率的货物，不在出口货物视同内销征税的范

围，仍按相关政策规定办理出口退（免）税或免税。例如，某出

口企业向苏州保税物流园区（属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A生产

企业出口了一批用于生产的其他光导纤维用涂料（属于按适用税

率办理退税的列名原材料，详见《通知》附件6），该产品在出口

退税率文库中的退税率为零，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按照《通

知》规定，该产品虽然出口退税率为零，但也不应按视同内销进

行征税，而应执行特殊退税率按征税率办理出口退（免）税。应

当注意的是，此种情况必须是出口销售至七类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内的货物，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

保税区、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

合作中心（中方配套区域）、保税物流中心（B型），否则对出口零

退税率的货物应当视同内销征税。

二是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因骗取出口退税被税务机关停止

办理出口退（免）税期间出口的货物，按视同内销进行征税。

三是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提供虚假备案单证的出口货物，

按视同内销进行征税，

四是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的生活消费用

品和交通运输工具，按视同内销进行征税。

五是出口退（免）税凭证属于伪造或内容不实的货物，按视

同内销进行征税。

六是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期限内申

报免税核销以及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不予免税核销的出口卷烟，

按视同内销进行征税。

七是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存在六种情形之一的出口货物劳

务（详见《通知》第七条第（一）项第七款内容），按视同内销进行

征税。

八是未按规定申报免税的出口货物劳务。对适用免税政策

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如果未在规定的纳税申

报期内按规定申报免税的，应视同内销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征免增值税、消费税，但不包括七类海关特殊区域内企业出

口特殊区域内的货物和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视同出口的货物劳

务，而主要是国家批准设立的免税店销售的免税货物（包括进口

免税货物和已实现退（免）税的货物），特殊区域内的企业为境

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同一特殊区域、不同

特殊区域内的企业之间销售特殊区域内的货物三种情况。同时，

在视同内销征税时，应区别以下两点：第一，征税只针对出口货

物在国内销售时属于应税产品的，按视同内销进行征税。第二，

如果出口货物在国内销售时属于免税产品的，应当补办免税手续

纳税与筹划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13	0252	 2013	02·财务与会计 53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做出相应的处罚。例

如，A生产企业出口国外一笔可以办理退（免）税的货物，由于没

有在《公告》规定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所有单证进行出口

退（免）税申报，则可以在次年5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进

行免税申报，但该企业不了解新政策规定，没有进行免税申报。

因此，在次年6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应当视同内销进行征

税，如果还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纳税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对未按期限申报纳税的做出处罚之后

再补缴税款。

二、出口货物劳务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计算方

式

（一）出口货物劳务征收增值税的方式

出口货物劳务征收增值税的计算主要分为对一般纳税人出

口的货物和对小规模纳税人出口的货物两种情况。

1.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

销项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出口货物耗用的进料加工保

税进口料件金额）÷（1+适用税率）×适用税率。其中，出口货

物耗用的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金额=主营业务成本×（投入

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生产成本）。在上述公式中，主营业务成

本、生产成本均为不予退（免）税的进料加工出口货物的主营业

务成本、生产成本。如果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大于不予退

（免）税的进料加工出口货物金额时，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

为不予退（免）税的进料加工出口货物金额。同时，出口货物若已

按征退税率之差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并已经转入成本的，

相应的税额应转回进项税额。

可以看到，该公式将一般贸易与进料加工视同内销征税的

出口货物并为一体进行计算，与原政策中一般纳税人进料加工

复出口视同内销征税的计算相比，把按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

方式改为了按出口销售额扣除出口货物耗用进口料件金额后的

余额乘以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例如，C生产企业以进料加

工复出口方式进口一笔保税料件，购进料件外币价格折算人民

币为1	311万元，该企业采用购进法进行核算，其进口料件在当

月一次性耗用完毕并将生产的货物全部报关出口，出口离岸价

换算人民币为1	545万元。假设C生产企业已按政策规定将进料

加工手册及进料情况向当地税务机关做了备案申报，并在规定

的时限内进行了增值税纳税申报及免税退税相关申报（单证不齐

申报），但该企业会计人员粗心大意未将本已收齐单证的货物，

在出口报关之日起次年4月30日之前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收齐单证进行出口退（免）税申报，错过了退税申报期，同时也未

按规定在退（免）税期满次月5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申报

免税，被税务机关发现并通知在6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按视同内销申报纳税。如果按现行规定计算，其征税率为17%，

销项税额=（1	545－ 1	311）÷1.17×0.17=34（万元）。而如果按

原政策计算，则应纳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牌

价）÷（1+征收率）×征收率=1	545÷1.03×0.03=45（万元）。

2.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货物

应纳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1+征收率）×征收率，与一

般纳税人出口货物视同内销计算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计算销项

税额，后者是应纳税额，且计算的税率也不同。

（二）出口货物劳务征收消费税的方式

根据《通知》规定，出口企业出口或视同出口适用增值税征

税政策范围的货物，同样适用于消费税应税的出口货物，不予退

还其以前环节已征收的消费税，且不允许在内销应税消费品应纳

消费税款中抵扣。此环节在核算上与国内销售应税消费品可以抵

扣的消费税政策有所不同。

三、出口货物劳务视同内销征税其他问题的处理

（一）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视同内销征税的清算

一是如果出口企业有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视同内销征税时，

应分别核算内销货物和增值税征税的出口货物的生产成本、主

营业务成本，并依照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征税公式的有关要求，

准确核算生产成本和主营业务成本，对未分别核算的，其相应的

生产成本、主营业务成本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

二是进料加工手册经海关核销后，由出口企业对出口货物

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是否精确进行清算。公式为：清算耗

用的保税进口料件总额=实际保税进口料件总额－退（免）税出

口货物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总额－进料加工副产品耗用的保税

进口料件总额。如果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总额与各纳税期扣减

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之和存在差额时，应在清算的当期相应调

整销项税额。但当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总额大于出口货物离岸

金额时，其差额部分不得扣减其他出口货物金额。

（二）外贸企业视同内销税款可以抵扣进项

如果外贸企业发生出口转内销或视同内销计提销项税额的

货物，应当在发生内销或视同内销货物的当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开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并在取得《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

的下一个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申报纳税时，以此作为进项税额

的抵扣凭证，申报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并与销项税额进行抵

扣，原政策要求外贸企业开具《外贸企业出口视同内销征税货物

进项税额抵扣证明》作为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不再使用。

（三）放弃出口货物劳务免税按征税申报的规定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如果放弃免税实行按内销货物征税

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一旦放弃免税，36个月内

不得更改。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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