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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出口退税会计核算的实证分析  
   

□陈建斯 

出口退税的会计核算涉及多元因素，与出口退税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容易产生混淆，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导致财会人员在会计核算过程中较常出现各种失误。为此，澄清
有关出口退税的基本概念并对其会计核算进行实证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关出口退税的基本概念 
（一）征收率和退税率。出口退税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征多少退多少，但是在实际工作
中要做到既支持外贸的发展，又兼顾到财政的实际负担能力，因此，在增值税的征收
率和出口退税率之间经常存在一个差额，在退税率≤征收率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过程
必须计算当期不予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二）零税率。零税率是指出口货物不仅在出口环节不必纳税，而且可以退还以前环
节已纳的税款。显然，在存在上述的征收率和退税率的情况下，零税率实际上仅是一
种理论上的概念。 
（三）出口退税所指的税款仅仅涉及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不涉及所得税问
题。本文仅探讨有关增值税出口退税问题，有关消费税的出口退税问题另文阐述。 
（四）进出口货物常用的计价方法有到岸价和离岸价两种形式。 
１．到岸价格（ＣＩＦ）。卖方自行安排运输与保险，将所出售的货物装上运往与买
方约定的目的港的船上交货方式。 
２．离岸价格（ＦＯＢ）。卖方将货物交到装运港买方指定的船上的交货方式。 
必须强调的是，凡是计算进口货物进项税金时必须按到岸价，计算出口货物销项税金
时必须按离岸价。显而易见，对同一种进出口货物而言，其到岸价必然大于离岸价，
因此，按到岸价计算进口货物进项税金，进项税金必然相对较大，按离岸价计算出口
货物销项税金，销项税金必然相对较小。上述规定体现了奖出限入（鼓励出口，限制
进口）的外贸政策。 
（五）我国目前出口和出口退税的主要形式。 
（１）我国目前企业出口主要有三种形式： 
①生产企业自营出口自产货物。 
②生产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委托外贸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 
③流通企业以收购方式出口的货物。 
（２）上述三种出口方式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分别采用以下两种出口退税的方
式： 
①先征后退。流通企业以收购方式出口的货物仍然实行先征后退的方式。先征后退方
式是对流通企业在销售环节的增值税销项先进行征税，等出口单证齐全后再退税。必
须指出，对于先征后退这种形式而言，退税的内涵包括流通企业购入的存货的进项税
金与企业实际应交纳的销项税金（质而言之，二者之和即企业的销项税额，同时必须
剔除当期不予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②免、抵、退。对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除另有规定
外，增值税一律实行免、抵、退税的管理办法。该办法适用于独立核算、经主管国税
机关认定为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并且具有实际生产能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 
Ａ、免：即对上述两种出口企业，免征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 
Ｂ、抵：即对上述两种出口企业其自营或委托代理出口的产品中所耗用的原材料、另
配件中已纳进项税金，在计算并剔除征收率和退税率之间的差额（即当期不予免征和
抵扣的税额）后，从理论上说有出口又有内销，对内销必须交纳的销项税金，先由这
一部分出口税额加以抵扣。当然，如果该企业没有内销，则上述的出口退税额必须退
给企业。 
具体的抵扣公式如下：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抵顶的税额 
抵顶的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



额 
Ｃ、退：企业在一个法定期限内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减抵顶税额会出现以下两种
情况： 
一是抵顶的税额小于内销应交纳的销项税金，即当期应交纳税额表现为正数，则毫无
疑问，企业必须根据二者的差额交纳销项税金。 
二是抵顶的税额大于内销应交纳的销项税金，当期应交纳税额表现为负数，说明当期
还有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金。从理论上说，必须把这一部分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金全部退
还企业，但是现行制度规定了本期退税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汇
率×退税率，因此当当期应交纳税额表现为－数时，必须以其绝对值与出口货物离岸
价×外汇汇率×退税率相比较。（取绝对值的含义是因为这里的负数并不是数学概念
上的小于０的概念，其仅仅说明抵顶的税额大于内销应交纳的销项税金，当期还有未
抵扣完的进项税金。） 
（六）有关出口退税几个容易混淆的公式和概念。 
Ａ、免抵退税额（即免抵退税额的上限）＝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汇率×退税率 
Ｂ、抵顶的税额＝当期进项税金－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
税额 
Ｃ、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抵顶的税额 
（１）如果Ｃ＝＋数，Ｃ即当期应纳增值税额 
（２）如果Ｃ＝－数，这时必须将Ｃ与Ａ作比较： 
①如果Ａ≥Ｃ即 
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汇率×退税率≥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即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时， 
当期退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②如果Ａ＜Ｃ即 
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汇率×退税率＜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时，当期退税额＝出口货
物离岸价×外汇汇率×退税率 
Ｄ、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退税额＝结转下期抵扣的进项税额 
一个问题提出，抵税和退税涉及到的是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金问题，而出口货物离岸价
×外汇汇率×退税率涉及到的是出口货物的销项税金问题，为什么要以本期出口货物
的销项税额作为本期进项税金的退税额的最高限额？二者是一种什么关系？笔者以
为： 
（１）在一般情况下内销产品的销项税金减去内销产品的进项税金表现为正数，即为
当期应交增值税金额。 
（２）出口货物的销项税金已经免征，我们即使假定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金等于出口货
物的销项税金，即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汇率×退税率，也已经是出口货物的进项税
金的上限。 
因此在上述公式中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与当期全部进项税金以及上期未抵扣完的
进项税额相抵扣后，如果还会出现正数余额即为本期应交增值税金，如果出现负数余
额即为退税额。但是，如果该退税额如果还超过免抵退税额（即出口货物离岸价×外
汇汇率×退税率），至少说明全部进项税金与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相当大，在这
种情况下，以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汇率×退税率作为出口退税的上限，将未抵扣完
的进项税额与退税额之间的差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显然是合理的。 
同时必须注意，财税（２００２）７号文件已经取消关于当期出口货物必须占全部货
物销售额５０％才准予退税的规定。 
（七）从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起，主要商品出口退税率如下： 
１．服装与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工具、仪器仪表等四大类产品出口退
税率为１７％。 
２．服装以外的纺织原料及制品，机电产品中除上述四大类产品外的其他机电产品出
口退税率为１３％。 
３．法定税率为１７％，且原退税率为９％的其他商品，出口退税率提高为１３％。 
４．农产品以外的法定税率为１３％且现行退税率未达到１３％的商品，出口退税率
统一提高到１３％。 
（八）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自产货物继续实行免征增值税的办法。 
二、对于先征后退这一出口退税方式的会计核算，我们用一个简例介绍如下 
某流通企业，购进存货价格１００万元，出口销售该产品销售额３００万元，增值税
率均为１７％。该流通企业出口退税采用先征后退的方式，退税率为１３％。 
借：商品采购                          １００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７万 



   贷：银行存款                  １１７万 
借：银行存款                       ３５１万 
   贷：商品销售收入               ３００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５１万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３４万 
    贷：银行存款 ３４万 
当期不予免征和抵扣的税额＝３００×（１７％－１４％）＝９（万元） 
实际退税额＝企业购入存货进项税金１７＋企业实际应交纳的销项税金３４－当期不
予免征和抵扣的税额９＝企业销项税金５１－当期不予免征和抵扣的税额９＝４２
（万元） 
借：银行存款          ４２万 
    贷：补贴收入 ４２万 
［注：财会字（１９９５）６号文的制度规定，企业实际收到即征即退、先征后退、
先征税后返还的增值税，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补贴收入。］ 
三、免、抵、退出口退税方式会计核算实例分析 
例一 某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对自产货物经营出口销售及国内销售。该企
业２００２年１月份用５００万元购进内销和外销所需原材料等货物，允许抵扣的进
项税额８５万元，内销产品取得销售额３００万元，出口货物离岸价折合人民币２４
００万元。假设上期留抵税款５万元，增值税税率１７％，退税率１５％，则相关财
务处理如下： 
（１）外购原辅材料、备件、能耗等，分录为： 
借：原材料                           ５００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８５万 
   贷：银行存款  ５８５万 
（２）产品外销时，分录为： 
借：应收外汇账款                    ２４００万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２４００万 
出口企业，免征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 
（３）内销产品，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３５１万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３００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５１万 
（４）月末，计算当月出口货物不予抵扣和退税的税额： 
不予抵扣和退税的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外 
汇牌价×（征税率－退税率）＝２４００×（１７％－１５％） 
    ＝４８（万元）。 
借：产品销售成本                    ４８万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４８万 
必须注意，在免、抵、退方式下，出口产品销项税金已经免征，如果退税率＝征税
率，则可以对其进项税金进行抵税或者退税，然而因为退税率＜征税率，所以在对其
进项税金进行抵税或者退税过程中必须剔除这一部分不予抵扣和退税的数额。因此，
对这一部分不予抵扣和退税的进项税金必须而且也只能转作出口产品销售成本。 
同时，从不予抵扣和退税的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征税率
－退税率）这一公式我们可以推导出： 
准予抵扣和退税的税额＝抵扣和退税的总额－不予抵扣和退税的税额 
＝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征税率－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 
×人民币外汇牌价×（征税率－退税率） 
＝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退税率 
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与包括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金在内的当期
全部进项税金以及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相抵扣后，如果出现负数余额，以出口货
物离岸价×外汇汇率×退税率作为出口退税的上限是有一定道理的。 
（５）计算应纳税额。 
本月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上期留抵税款－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
的金额） 
＝５１－（８５＋５－４８） 
＝９万元 
（１）本月应纳税额的经济含义是：在采用免、抵、退方式下出口外销免征销项税



金，因此，这里的销项税额显而易见仅指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５１万。 
（２）进项税额，由以下三项内容组成： 
①当期进项税额，毫无疑问，是指包括内销、外销在内的全部进项税金８５万。内销
的进项税金可以用以抵扣内销的销项税金，外销的进项税金同样可以用以抵扣内销的
销项税金或者经批准予以退税。 
②上期留抵税款为５万，其经济含义是，上期的进项税金还有５万没有抵扣完，留待
本期继续抵扣。 
③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金额的计算即如上所述，因为退税率＜征税率，所以在对出
口产品的进项税金进行抵税或者退税过程中必须剔除这一部分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
额，这一部分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为４８万。 
这样，经过计算本月应纳税额为１４万。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１４万 
   贷：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  １４万 
因为上期留抵税款５万在会计核算上仍然保留在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
上，因此，与本月的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１４万贷方进行抵扣，经过计算本月实
际应纳税额为９万。 
④因为该企业尚未交纳９万，因此月末必须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结转到
“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该账户贷方余额为９万。 
⑤实际交纳时： 
借：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           ９万 
   贷：银行存款  ９万元 
上述例一的情况是属于企业经过免、抵之后余额为正数，即还必须交纳增值税的实
例。必须注意，凡是当期出口进项税额已经全部与内销销项税金抵减结束的情况下，
会计核算过程就不存在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和应
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的情况。 
例二 引用例一的资料，如果本期外购货物的进项税额为１４０万元，其他资料不
变，则其余分录同上。期末的账务处理如下： 
（１）计算应纳税额或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本月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上期留抵税款－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金额） 
＝３００×１７％ ［１４０＋５－２４００×（１７％－１５％）］ 
＝５１－［１４０＋５－４８］ 
＝５１－９７ 
    ＝－４６（万元） 
如上所述，这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金表现为负数，现行制度规定应进行如下核算： 
（１）当期免抵退税额（即出口退税的上限） 
＝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退税率 
＝２４００×１５％ 
    ＝３６０（万元）。 
（２）当期期末留抵税额４６万元≤当期免抵退税额３６０万元，则当期应退税额＝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４６（万元）。 
（３）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３６０－４６ 
    ＝３１４（万元） 
借：应收出口退税          ４６万元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 
       纳税额）                ３１４万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３６０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１４０           内销销项５１ 
           上期留抵５         进项转出４８ 
           出口抵减内销３１４   出口退税３６０ 
                ４５９              ４５９ 
                 ０ 
（４）收到退税款时，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４６万 
   贷：应收出口退税 ４６万 
另一种核算思路是，内销产品的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为５１万，则真正以出口进项税



金抵顶内销产品销项税额就是５１万，所以： 
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             ５１万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转出） ５１万 
收到退税款时，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４６万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４６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１４０             内销销项５１ 
           上期留抵５           进项转出４８＋５１ 
           出口抵减内销５１      出口退税４６ 
                 ０ 
两种做法分录思路不同，最后结果异曲同工。其区别仅仅在于结转出口抵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的数额的不同： 
（１）第一种做法以当期免抵退税额（即出口退税的上限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
币牌价×出口退税率＝２４００×１５％＝３６０万元）为参照系，分录可以清楚地
反映出口退税的上限金额。 
（２）第二种做法以内销产品的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５１万为参照系，可以清楚地反
映真正以出口进项税金抵顶内销产品销项税额。 
例三 引用例二的资料，进项税金为５４０万元，其他资料不变，则当期期末留抵税
额为４４６万元＞当期免抵退税额３６０万元时，仍然沿用第一种做法，期末的账务
处理如下： 
（１）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３６０（万元）。 
（２）结转下期抵扣的进项税额＝４４６－３６０＝８６（万元） 
（３）分录为： 
借：应收出口退税          ３６０万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 ３６０万 
请注意，经过抵减之后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４４６万元，因为４４６万元＞当期免抵
退税额上限为３６０万元，所以实退３６０万元，结转下期抵扣的进项税额为８６
（万元），这里就不存在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的问题了。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５４０           内销销项５１ 
          上期留抵５         进项转出４８ 
                        出口退税３６０ 
              ５４５               ４５９ 
          结转下期抵扣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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