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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

网上申报及纳税筹划

丁慧琼  高华■

实务中有些财会人员对进料加工业

务免抵退税的网上申报和对当期能退的

出口额的操作不熟悉 , 从而导致当期出

口退税额少 , 并需要缴纳以 “当期免抵

退税额”为依据而产生的附加税。本文

拟结合进料加工业务实例，介绍生产企

业进料加工业务的免抵退税网上申报及

纳税筹划的全过程，以期对企业财务人

员有所帮助。

一、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的

网上申报

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的网上申

报，包括核销的网上申报和免抵退税的

网上申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

（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 2018 年第 16 号）规定 ：出口企业

应于每年 4 月 20 日前，对上年度海关已

核销的进料加工手册（电子账册），按实

摘  要： 当前税法对进料加工业务“出口货物离岸价”数据确认具体申报所属期未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同所属期会直
接影响当期免抵退税额的计算。本文对该业务免抵退税网上申报和账务处理的全过程及注意事项进行了梳理；通过纳税

筹划解析“出口货物离岸价” 所属期不同产生的不同当期免抵退税额和附加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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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进料加工核销的网上申报

通常企业进出口报关单结关后，财

务部门才会从关务部门收到信息滞后

的进出口报关单数据 , 如果在网上核销

填写的申报数据不准确 , 则会因“进出

口报关单统计不准确”“出口报关单与

仓库发货量差异”“进口报关数量与仓

库收料数量差异”等多种原因产生核销

差异，同时进料加工手册核销计划分配

率核定不准确，不能顺利核销，也会影

响出口退税款数据的正确生成，给企业

带来税款损失和涉税风险。因此，在进

料加工业务核销中，需加强各部门的管

理 ：如清关过程中无缝对接，入库后进

口料件要企业质检部门检查质量，仓库

负责检查数量，进料加工手册结存数量

与海关保税数量及仓库结存数量要及时

核对，关务部门应针对材料的实际损耗

率及时向海关调整备案单耗，仓管对于

际发生情况经确定后 , 将相关数据录入

申报系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进

料加工核销手续 ；未及时申报的，主管

税务机关暂不办理该企业的出口退（免）

税业务，在其申请核销后再办理。

假定 WD 企业为生产型一般纳税

人，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属于出口收

汇非重点企业。2020 年 2 月从国内购入

100 万元的乙材料，进项税额为 13 万元，

已经入库。首次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免

税购入 70 万美元的进口料件甲。本月进

口料件货物出口取得进料加工收入为

FOB 价 85 万美元，内销收入（不含税）

为 200 万元，上期留抵税额 22 万元，其

中本月进料加工收齐单证 85 万美元（有

3 份报关单合计 40 万美元）。企业出口货

物征税率 13%、退税率 13%，记账汇率

6.83。企业计划进口总值为 120 万美元，

计划出口总值为 16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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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免税监管的材料要与内购的来料分

开储存和统计，实物保存报废的原材料

及成品、防止被海关认定为私自变卖而

给予处罚。同时网上核销要准确及时实

施以下步骤，防止差异过多无法追溯真

正原因。

1. 企业确认进出口信息，比对实际

业务与反馈数据是否一致。WD 企业申

请核销前，应从主管税务机关获取海关

联网监管加工贸易电子数据中的进料加

工“电子账册（电子化手册）”以及进料

加工业务的进口和出口货物报关单数

据。企业将获取的反馈数据与进料加工

手册（账册）实际发生的进口和出口情

况核对后，填报《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

务免抵退税核销表》，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核销。如果核对发现，实际业务与

反馈数据不一致，企业还应填写《已核

销手册（账册）进口 / 出口数据调整表》，

连同电子数据和证明材料一并报送主管

税务机关。

2. 税务机关审核并反馈企业进料加

工计划分配率，生成企业进料加工业务

免抵退税核销表。企业报送的电子数据

被读入出口退税审核系统后，将《生产

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中

的“已核销手册（账册）综合实际分配

率”作为当年度的各本手册（账册）的

计划分配率。需要注意的是，应区分不

同情况确认进料加工分配率，如企业是

首次发生进料加工业务，进料加工计划

分配率备案就以手册（账册）的计划总

值 / 计划出口总值 ×100% 计算，如上例

为（120÷160）×100%=75% ；如企业不

是首次发生进料加工业务，则应取上年

度已发生进料加工业务实际分配率的平

均值，比如 WD 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份已

经发生了 4 本进料加工手册，其中 3 本

已经在税务局核销完毕，手册实际分配

率分别为 55%、60%、65%，那么 2020 年

所有发生业务手册的计划分配率应为

（55%+60%+65%）÷3=60%。

（二）进料加工免抵退税网上申报

进料加工免抵退税网上申报是生

产企业实现当期出口退税必不可少的环

节 , 只有财务人员申报后并经税务局确

认，才能收到退税通知书。下面以浙江

省“互联网 + 便捷退税”平台为例 , 阐述

进料加工免抵退税具体操作。

1. 自动采集历史申报数据，并对报

关单数据和留抵确认。如果首次操作免

抵退税网上申报，首先应点击菜单目录

项下 “历史数据反馈申请”，将历史申报

留抵数据（增值税）和累计出口数据同

步到便捷退税系统中（比如在本例中留

抵税额 22 万元，累计出口金额 85 万美

元）。接下来也需要从海关电子口岸下

载本企业的出口报关单数据，同步到便

捷退税系统中，同时对出口报关单数据

进行校验确认，从而提高退税申报的效

率和准确性。

2. 编制“免抵退税”的明细申报表。

有历史数据和报关数据后，则点击“生

产企业免抵退税申报”菜单项，首先确

认申报的所属期（如 202003），生成当期

的申报表，然后进入免抵退税申报的主

页面，点击“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会

出现 “批量生成”“暂缓申报”等功能按

钮。本例需要“批量生成”5 份报关单数

据（85 万美元），则点击勾选的报关单并

点击生成明细按钮，免抵退税的明细报

表成功生成（主页面中报关单数据显示

绿色的“√”）。若仅有 3 份报关单数据明

细需要当期申报，另 2 份报关单数据需

要暂缓申报，勾选该明细后，点击“暂缓

申报按钮，将剩余的 2 张报关单暂缓到

其他所属期申报（如 202004），该操作为

下个月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

3. 填写与“免抵退税汇总表”相关

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WD 企业 2020 年

2 月出运货物，先编制“202003 免抵退

税的明细申报表”后，再填写“202003

增值税申报表”。这里填写的申报期一

定是出运的次月。手工录入的信息有

“免抵退出口销售额” “当期应退税额”

等栏目，点击“保存” 功能键保存数据，

就生成了免抵退税 202003 所属期增值

税申报表。

特别要注意的是 ：“互联网 + 便捷

退税”申报系统中填报的增值税申报

表，与每个月在电子税务局网站上填写

的纳税申报表中的增值税申报表是有区

别的。该系统里增值税申报表显示的只

是与免抵退相关的部分数据（在本案例

中填写 85 万美元），而填写在电子税务

局平台的销售额是涵盖所有业务的销售

额。同时必须要填写“免抵退税”增值税

申报表，若不填写则无法进行汇总计算。

该报表的内容为电子税务局纳税申报表

的部分数据，与企业“互联网 + 便捷退

税”增值税申报表中的数据不会互相影

响，在申报过程中通常先完成电子税务

局纳税申报表申报，再来进行“免抵退

税”增值税申报表。

4. 上传汇总数据进行全申报。在完

成上述操作后，生成 202003 “免抵退税”

的汇总报表和附表，而后进入汇总申报

表界面，点击“汇总数据” 功能按钮汇

总并保存数据。如果申报有需要报送到

税务局的附件，则可通过相应模块提交

PDF/ WORD/EXCEL 等格式的电子附

件。正式申报后，企业可以在平台跟踪

栏内查询申报结果，在平台的“受理环

节”界面会显示税务局的审核进度。

二、进料加工业务账务处理及

纳税筹划

企业在税务局“互联网 + 便捷退税”

网络操作平台，完成进料加工免抵退税

核销和网上免抵退税申报的同时，还要

按“实耗法”计算免、抵、退税申报的账

务处理，账务处理计算的金额与平台生

成的数据要保持一致，最终由主管税务

机关确认后 , 才能保证进料加工业务中

免抵退税成功。需要明确的是，该业务

产生退税的先决条件有二 : 一是当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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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必须有留抵税额，二是要有当期免抵

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与当期留抵税

额比较，选择其中较小的金额作为退税

依据。

( 一 ) 进料加工采取一般计税方法及

账务处理

对企业进料加工出口货物中耗用保

税进口料件时 , 在申报免抵退税时，当期

退税申报单证齐全出口货物离岸价 FOB

扣除其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的余额为计

算免抵退税的基数。如果不耗用保税料

件，“当期退税申报单证齐全出口货物离

岸价 FOB” 为计算免抵退税的基数。结

合 WD 企业案例的业务流程，其账务处

理具体过程如下 ：

1. 出口收入（收入为 850 000 美元，

记账汇率为 6.83），并做账务处理（单位：

元，下同）。

借 ：应收账款——韩国客户

                （850 000×6.83） 5 805 5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出口销售

                                                 5 805 500

2. 计算本期内销贸易业务收入 。

借 ：应收账款——** 客户2 260 0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内销收入

                                                 2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260 000

3. 计算国内采购用原材料。

借 ：原材料—— 乙材料   1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130 000

        贷 ： 应付账款                1 130 000

4. 计算国外进口采购材料。

借 ：原材料——甲材料    4 781 000 

        贷 ：应付账款——国外客户

                                                 4 781 000

5. 计算计划分配率。进料加工计划

分配率 = 计划进口总值÷计划出口总值

×100%＝1 200 000÷1 600 000=75%。      

6. 计算当期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

金额。出口货物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

额＝当期退税申报单证齐全出口货物

离岸价 FOB× 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       

850 000×6.83×0.75 ＝ 4 354 125（元）。

7. 计算当期进料加工出口货物不得

免 征 和 抵 扣 税 额。自 2020 年 3 月 20 日

起，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提高部

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5 号）的规定，所

有出口产品不再有征退税率之差 , 即在

出口货物以后没有征退税率之差 , 当期

免抵退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只会为 0。

8. 计 算 当 期 免 抵 退 税 额。进 料 加

工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 [ 当期退税

申报单证齐全出口货物离岸价 FOB －

出口货物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 ]×

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850 000×6.83 － 4 354 125）×13% ＝

188 678.75（元）。

9. 计算当期应纳税额或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

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上期期末

留抵税额－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260 000 －（220 000+130 000 － 0）＝   

-90 000（元）。

则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90 000 元。

由于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90 000 元＜当期

免抵退税额 188 678.75 元，故当期应退

税额 90 000 ＝当期留抵税额 90 000。 

10. 确定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

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188 678.75 － 90 000= 98 678.75（元）。

借 ：其他应收款——出口退税

                                                 9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

                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98 678.75

        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出口退税）   188 678.75

11. 根据当期免抵税额作为基数计

提附加税税金。按照政策规定，出口货

物免抵税额（当期是 98 678.75 元）是计

算当期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的

计税依据，它将直接产生三项税费扣减

当期利润 11 841.45 元。

借 ：税金及附加                11 841.45

        贷 ：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

                        建设税               6 907.51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2 960.36

                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费

                        附加                   1 973.58

( 二 ) 进料加工业务纳税筹划及账务

处理

进料加工业务的纳税筹划首先要考

虑业务量估计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 再来

谋划“当期退税申报单证齐全出口货物

离岸价 FOB”的所属期和确认金额事项，

最后达成预期目标即少交附加税，多收

退税款。

方案一 ：采用一般的计税方法，企

业根据当期 (202003)5 张报关单，在退税

申报平台中直接录入 5 张报关单为退税

申报单，“当期退税申报单证齐全出口货

物离岸价 FOB”录入金额共计 850 000 美

元，当期免抵税额 98 678.75 元， 由此产

生附加税 11 841.45 元。

方案二 ：由于实际出口业务中涉及

到多批次，所以在确认“当期退税申报

单证齐全出口货物离岸价 FOB”时，可

以根据当期进项税的多少，来决定录入

申报退税中报关单的数量和“当期退税

申报单证齐全出口货物离岸价 FOB”金

额。本案例中，选择 5 张报关单中的其

中 3 份，将出口金额 400 000 美元录入退

税平台中“当期退税申报单证齐全出口

货物离岸价 FOB”项下，其余 2 张报关

单在 2020 年 4 月～ 2021 年 4 月期间选择

任意一个月按需申报。这样一方面企业

效益显著 , 企业的应缴税额由 11 841.45

元减少到 0，并且当月收到退税款 88 790

元 ；另一方面由于产生结转下月的留抵

税额 1 210 元和 2 份报关单，为以后月份

申请更多的退税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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