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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一般规定

� 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

� 发票管理

� 计算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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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地位

�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
应税劳务的纳税人，年
销售额100万以下。

�从事货物批发或者零售
的纳税人，年销售额
180万以下。

�要认定资格及取得增值
税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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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

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专用发票 自行开立 須至国税局

开立

普通发票 自行开立 自行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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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应纳税额

销售额X标准税率

《进项不得抵扣》

一般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购货发票认证后抵扣》

一般

销售额X征收率

《进项不得抵扣》

简易

应纳税额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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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货物“销项税额” ?

�销项税额 Output VAT = 销售额x稅率

�销售额 = 会计帐目销售额 + 视为销
售金额 + 价外费用 – 免征增值税项
目金额

�问题：何谓价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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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手续费、补贴、违约金、
包装费、包装物租金、运输装卸费、
安装费、利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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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货物销售额？

确定货物销售额为何发生：

�价格明显低而无正常理由

�视为销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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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货物销售额？

按下列顺序：

1. 当月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

2. 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

3. 按组成計稅价格

组成計稅价格

= 成本 x (1 + 成本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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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销售额

当月购货/进口额

200

100

17%

34

17

100 17

(1)    内购内销应纳税额

= 当期销项税额 - 当期进项税额

=  output VAT- input VAT = 34-17

(2) 进口内销进项税额 input VAT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 x 17%

11

版权保留

讨论问题

�我们独资公司只从事进料加工业务，全进全
出，完全没有内销，是否要交增值税？

参考《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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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应纳税额

Output VAT - 0

销项税额

=2m x 17% 

=340,000

Output VAT – input VAT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2m x 17% - 1.5m x 17%

=340,000-255,000

=85,000

进项不可以抵扣进项可以抵扣

注：最大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可以是：340,000+85,000=4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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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普通发票的情况(一)

�在零售环节向消费者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指非应税劳务)

�销售免税货物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

�销售特定商品﹝自用桥车﹞

参考：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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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普通发票的情况(二)

�如果一般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合并定价，按下列方式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 = 含税销售额 / (1 + 税率)

�100 = 100 / (1+17%)

= 85.47

�VAT = 100 – 85.47 = 14.53，or 

(= 85.47 * 17% =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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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发票有什么功能？

�销售确认

�会计记帐凭证

�计税依据

�商业收据

请参考《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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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稅目稅率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货物货物货物货物及及及及应应应应稅稅稅稅劳务费范围劳务费范围劳务费范围劳务费范围

13% 货物 1. 粮食、食用植物油

2. 自来水、暖气、冷气、热
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
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
品

3. 图画、报纸、杂志

4.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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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稅目稅率

5.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货物13%

货物货物货物货物及及及及应应应应稅稅稅稅劳务费范围劳务费范围劳务费范围劳务费范围类别类别类别类别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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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稅目稅率

稅率稅率稅率稅率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货物货物货物货物及及及及应应应应稅稅稅稅劳务范围劳务范围劳务范围劳务范围

17% 货物 除上述列举以外的其他货物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应稅劳
务

0% 货物 出口货物，国务院另有规定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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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稅率

�经营加工或生产业
务的小规模纳税人

�经营商业贸易的小
规模纳税人

�提供运输服務（征
税率与抵扣率不
同）

�6%

�4%

�3%（抵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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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及零税率

�免稅 tax-exempt

�零稅 subject to 

zero-rated tax

�纳税人需负担进
项税

�纳税人无须负担
進项稅 (退稅率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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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及零稅率比较

�相同点：无须交税

�不同点：免税交易双方可以在境内，也可
以一方在境内而另一方在境外；零税率交
易只发生在出口业务环节，交易双方一方
在境内而另一方在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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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

1. 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2. 出口退税调整影响与分析

3. 出口退税法定条件

4. 出口退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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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政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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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实施的各种出口退税方式（一）

1. 商业企业（Trading Company）出口商

品。（先征后退）

2. 出口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免税）

3. 一般纳税人出口取消退税的商品（视同

内销）

4. 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免、抵、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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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实施的各种出口退税方式（二）
5. 应该按“免、抵、退”方式纳税的出口企业，在货物离境

后的90天内没有申请出口退税，或者尽管在90天内已经
申请退税，但是不能提供有关的文件。 导致全部出口货

物被视为内销货物。（视同内销）

6. 出口商不获得退税因为它采购的货物获得豁免增值税。
这适用以下两种情况：（1）加工贸易企业以保税方式直

接进口料件，或者以间接进口方式从另一加工贸易企业
购买商品作深加工用途，而该商品之前也是以免税方式
进口；（2）该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采购的料件本身属于

免税商品或货物。（不征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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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出口企业销售降低退税的商品，出口企业可以退
税或者需要补税，主要看“不予免征与抵扣税额”金额
的大小。 (i) 出口企业需要补税如果“不予免征与抵扣
税额”金额大于进项税额。(ii) 出口企业可以获得退税
如果“不予免征与抵扣税额”金额少于进项税额。

2.当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退税率是17%（等于法定税
率），“不予免征与抵扣税额”金额等于“零”，纳税人

可以获得全额退税。该纳税人享受零税率。

对适用“免抵退”方法的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国家调整出
口退税政策可以有三种影响：(I) 出口要交增值税；(II) 

进项税额获得部分退税；(III) 进项税额获得全额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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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假设出口商品的销售额为150（不考虑汇率），国
内原材料采购金额为70（没有进口采购）。如果退税
率从17%降低到11%和5%，计算该出口企业的纳税或

退税金额（不考虑是否有出口关税）。

第一步：先计算“免低退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

= (出口销售额 – 保税进口料件金额) x (17% – 退税率)

第二步：计算“应退税额”

应退税额 = 内销VAT – (进项VAT –免低退不得免征与
抵扣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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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1.9 = 011.9-2.9 = 911.9+6.1 = 18最终VAT税负

(150 – 0) x 17%= 

25.5；可以退税
11.9

(150-0) x 11% 

=16.5；少于最高退

税金额，可以退税
2.9

不适用因为出口商
要交税

最高退税金额 = (出
口销售额 – 保税进
口料件金额) x 退税

率

全额退税 / 零税率部分退税VAT 额外负债VAT 退税或负债?

0 – (70 x 17% - 0) 

= -11.9 + 

= - 11.9 (借方)

0 – (70 x 17% - 9) 

= -11.9 + 9

= - 2.9 (借方)

0 – (70 x 17% - 18) 

= -11.9 + 18

= 6.1

应退税额 = 内销
VAT – (进项VAT –

免低退不得免征与
抵扣税额)

(150 – 0) x (17% -

17%) = 150 x 0%

= 0

(150 – 0) x (17% -

11%) = 150 x 6% 

= 9

(150 – 0) x (17% -

5%)= 150 x 12%

= 18

免低退不得免征与
抵扣税额 = (出口销
售额 – 保税进口料
件金额) x (17% –

退税率)

情景III（17%）

(不得免征与抵扣税
额= 0)

情景 II（11%）

(进项 VAT >不得免
征与抵扣税额)

情景I（5%）

(不得免征与抵扣税
额 > 进项VAT)

适用“免抵退”方法的生产型的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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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法规定，“免低退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需要

由进项税额转入生产成本。

� 如果退税率降到11%，退税金额只得2.9元
（情景II），如果退税率进一步降到5%，该出
口企业不但不获得退税，而且还要补交税款6.1

元（情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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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以上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将贸易方式从一般
贸易改为进料加工，即采用进口保税料件（不
采用国产料件），其它数据不变，出口企业的
纳税或退税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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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9.6最终VAT税负

(150 – 70) x 17%= 

13.6不适用因为出

口商之前没有交税

(150-70) x 11% 

=8.8不适用因为出

口商要交税

不适用因为出口商
要交税

最高退税金额= (出
口销售额 – 保税进
口料件金额) x 退税

率

全额退税 / 零税率VAT 负债VAT 负债VAT 退税或负债?

0 – (0 x 17% - 0) 

= 0 

0 – (0 x 17% - 4.8)

= 4.8

0 – (0 x 17% - 9.6)

= 9.6

应退税额= 内销
VAT – (进项VAT –

不得免征与抵扣税
额)

(150 – 70) x (17% -

17%) = 80 x 0%

= 0

(150 – 70) x (17% -

11%) = 80 x 6% 

= 4.8

(150 – 70) x (17% -

5%) = 80 x 12% 

= 9.6

不得免征与抵扣税
额 = (出口销售额 –

保税进口料件金额) 

x (17% – 退税率)

情景III（17%）

(不得免征与抵扣税
额= 0)

情景 II（11%）

(进项 VAT >不得免
征与抵扣税额)

情景I（5%）

(不得免征与抵扣税
额 > 进项VAT)

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将贸易方式从一般贸易改为进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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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9.6进料加工
VAT税负

0918一般贸易
VAT税负

情景III

（17%）

(不得免征与
抵扣税额= 0)

情景 II

（11%）

(进项 VAT >

不得免征与
抵扣税额)

情景I

（5%）

(不得免征与
抵扣税额 > 

进项VAT)

一般贸易与进料加工的税务负担比较

35

版权保留

1. 未计算进口关税，用进口料件代替国产料件，以加工贸
易方式从事出口的税务负担比一般贸易要轻。

2. 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和制成品都以美元报价，汇率风险
比一般贸易低。一般贸易原料在国内采购，以人民币报
价，出口以美元报价，存在汇率风险。

3. 加工贸易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原料免税进口，成品出口
免税。

4. 加工贸易又可以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两种，前者适
用“免、抵、退”方式纳税，后者适用“不征不退”政策。

5. 从增值税角度上考虑，来料加工的税务负担最轻，进料
加工较重，而一般贸易最重。

总结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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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

应符合的基本条件



版权保留 7

37

版权保留

出口退税(增值稅)

符合下列条件，出口商可以申请全部或部份退
还在国内采购出口货物而支付的增值稅及消费
稅：

1.该货物属于增值稅或消费稅条理的征稅商品
范围

2.该货物的有关交易在财务上須作为销售货物
除了（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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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稅

3.除付运到出口加工区之外，有关货物必须离
开中国国境

4.完成出口收汇核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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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稅：税率

� 给予出口退税商品税率：17%，13%，
11%，8%，5%（“免、抵、退”，或者“先征
后退”）

� 不予或取消退税（视同内销）

� 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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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补充资料

�生产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需提供资料

�如何办理出口收汇核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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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独资企业

Processing Factory

下游独资企业

Processing Factory

转厂

进口

进口 出口

内购（不获
得退税）

国内采购 内销

间接出口退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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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Collection & Verification

出口收汇与核销

Foreign exchange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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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convertibility (完全兑换) vs

free convertibility (自由兑换)

China’s WTO commitments:

1. No full conversion （非自由兑换）of forex

transactions under the capital account (资本帐)

2. Full conversion (完全兑换) for forex transactions 

under the current account (经常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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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items (1)

The mechanism of forex control on the export and import of 

tangible goods: 

Legal rules: Import payment verification rules (进口付汇核销); 

export collection verification rules (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

Objective: 

Verifying export collection and import payments to ensure that 

(i) transactions are genuine, and (ii) no unlawful diversion of 

forex away from the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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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items (2)

出口收汇核销制度如何运作: 

(1) 申请领取“出口收汇核销单” verification notes 

export collection

(2) 事前备案

(3) 跨部门监管

(4) 事后核销（收汇后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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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收汇核销流程出口收汇核销流程出口收汇核销流程出口收汇核销流程

出口商出口商出口商出口商 外管局外管局外管局外管局 海关海关海关海关 银行银行银行银行

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

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

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

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

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 电子底帐电子底帐电子底帐电子底帐

核对核对核对核对/签发报关单签发报关单签发报关单签发报关单

核对核对核对核对/确认收汇确认收汇确认收汇确认收汇

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收汇核销单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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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items (3)

1. “出口收汇核销单”是申请退税必备文件之一。
2.不核销可被罚款 RMB 50,000 to RMB 300,000

3.销售确认时间点滞后与会计准则不同。

出口收汇/进口付汇同样实施于：
(1) 进料加工
(2) 进口付汇

不适用于: FTZs (保税区) and EPZs (出口加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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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china-tax.net

Tel : 2374-0067

第二部部分完毕第二部部分完毕第二部部分完毕第二部部分完毕

www.china-tax.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