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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如下：加安全生产费计提数（专项储备贷方发生额）减

费用性的安全生产费支出（专项储备部分借方发生额）。上述

计算结果应在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的“其他”项目列报。

例2：20×2年度甲企业净利润为2 800 000元。20×2年甲

企业共支付安全生产费300 000元，其中：属于费用性的安全

生产费支出 100 000元，属于形成固定资产的安全生产费支

出200 000元。甲企业安全生产费在专项储备中核算，20×2年

专项储备期初余额为50 000元；贷方发生额为当年提取的安

全生产费 400 000元（计入当期损益）；借方发生额为 300 000

元，其中：支付属于费用性的安全生产费 100 000元，列支与

安全生产有关的固定资产折旧 200 000 元；期末余额为

150 000 元。假设甲企业 20×2 年度间接法下净利润调节为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除安全生产费相关事项外无其他调节

事项。

编制：①直接法：20×2年度甲企业支付费用性的安全生

产费支出 100 000元，属于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支

付形成固定资产的安全生产费支出 200 000元，属于与投资

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②间接法：加专项储备中核算的安

全生产费计提数 400 000 元，减费用性的安全生产费支出

100 000元。

列报：①直接法：在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项目列报 100 0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列报

200 000元。②间接法：甲企业20×2年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

的“其他”项目应以 300 000元（400 000-100 000）列报，间接

法下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为 3 100 000 元

（2 800 000+300 000），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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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净利润

加：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金额

2 800 000

300 000

3 100 000

表 2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EPC总承包模式是当前国际工程承包中一种被普遍采

用的承包项目的模式。EPC是指业主将建设工程中的勘察设

计、设备采购、土建安装以及调试以及运行等一并发包给一

个具有总承包资质条件的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对承包工程的

质量、安全、工期以及造价负全面责任，在达到业主要求后整

体将工程移交给业主的一种建设方式。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承包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 56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增速

较 2011年上涨了 4.1个百分点；完成营业额 1 166亿美元，同

比增长 12.8%，增速较 2011年上涨了 0.6个百分点。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6 556亿美元，签订

合同额 9 982亿美元。据预计，2013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仍可维持平稳增长态势。本文从E公司在北非突尼斯EPC

总承包项目增值税退税的案例出发，探讨相关的税务管理，

希望能对在该国办理相同业务的公司起到启示和指导作用。

一、突尼斯税法中涉及的相关规定

突尼斯实行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全国

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外国公司和外国人与突尼斯的法人和

【摘要】在突尼斯承包项目主要涉及税负比较大的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和国内税收制度不同之处在于项目

在支付了超额税负后，可以申请退税。笔者认为，退税只有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缜密的思考和预测后，进一步决定退

税与否，才能有效地发挥退税给项目带来的好处。

【关键词】EPC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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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同等纳税。施工承包企业应缴纳的主要税负是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

在突尼斯，增值税按照营业额的18%交纳，如果单价中

有专门的运输价号，运输部分按照12%计算（该部分必须是

投标和结算中，均按照12%计税方可，否则按照18%计税交

纳）；计算办法是按照工程当期结算不含税总价的18%计税，

但是财务实际交纳是按照扣减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缴纳。

在突尼斯增值税如果超额支付，在规定的4年之内，可

以申请退税。而我国对于增值税超额支付是不可以申请退

税的，只能继续留在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抵扣。

二、合理规划退税

1. 超额税负的产生。因为相关制度的原因，往往存在

支付超额税负的问题。合理规划退税，对于已支付超额税

负的项目就至关重要，有的甚至直接决定了项目的盈亏。

在突尼斯，业主结算款需要交纳18%的增值税，业主支付结

算款时先代扣结算额 9%的增值税，其余结算额 9%的增值

税待资产负债表日再上缴。另外，公司日常经营采购的大

宗材料需要上缴购买价款18%的增值税。资产负债表日，当

日常采购已经上缴的进项增值税与业主已经代扣的 9%之

和大于资产负债表日上缴的结算额的 18%时，项目支付税

额超过应纳税额。

2. 办理退税的程序。在突尼斯，当出现超额税负的时

候，项目可以申请退税。申请退税需要在税负发生的4年之

内申报，同时退税前项目不但要上缴所有与项目相关的税

负，还要接受突尼斯国家税务监察部门的审计，经审计，项

目申报退税事项及金额无误，并且没有其他相关税务等问

题就可以办理退税。

3. 退税决策。在这一层面，首先要做的是核实截止当

期超额支付的数据，其次就是测试至项目竣工项目总体税

金的情况，最后就是要比较退税成本和退税净效益。

（1）核实超额支付税金。核实税金超额支付情况的工

作就是要将账务中的税金计提支付等进行进一步审核，确

认数据的真实性。只有在我方账务中进行了核实工作，并

且数据和境外会计的账务数据一致时，方可确认。这是一

个严肃的事情，后续开始退税的时候还伴随着突尼斯国际

税务监察部门对账务和涉及税金的审计工作，所以这一项

工作一定要扎实得做。

（2）测算项目后续及总的税负。首先，在项目前期数据

的基础上对项目总的税负进行一个测算。只有这一项工作

扎实得做了，并在项目实施各阶段进行进一步修正和监

控，就能更理性看待和合理规划当期的纳税筹划工作。其

次，对后续税金的预测，其实也是第一项工作的延续。现在

结余不等于后期结余，更不等于总体结余。另外退税也是

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的。如果提前退下来的税金带来的资

金时间价值大于这部分成本那就是可行的，但是小于的话

就得不偿失了。

表 1 2010年预测增值税及退税情况 单位：万美元

根据预测 2009年年底差额税金累计为 80万美元，2010年

需要补缴税金 15万美元。这个时候的做法有两种：①不考虑后

面补缴税金的问题，申请退税 80万美元。②考虑后面补缴税金

的问题，申请退税65万美元（80-15）。对上面的两种做法进行量

化比较：

表 2 退税决策方案选择的比较 单位：万美元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当提前退的税金多退的15万美元

（80-65）用于项目营运资金时，方案一综合资金成本 2.95万美

元小于方案二3.25万美元，方案一为优先方案，选择申请退全部

超额支付的税金80万美元。

如果之前多退的税金 15万美元（80-65）仅作为定期存款，

方案一的综合资金成本 3.55万美元大于方案二 3.25万美元，方

案二为优先方案，建议选择只退留存后面抵扣后的净额部分税

金65万美元。

4. 退税的影响。2010 ~ 2012年，E公司累计取得约 100万美

元的退税款，至2012年项目最终实现未分配利润317.5万美元，

项目净利率达到10.58%。

表 3 2008 ~ 2010年各年增值税及退税情况 单位：万美元

在突尼斯，中资机构要成功办理增值税退税业务，需要深入

了解税法相关规定，需要平时扎实做好相关账务和资料以备审

计，更要在退税前做好权衡。另外，争取得到当地相关的税务专

家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协助，这样将更有助于有效办理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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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合计

需上缴的剩
余结算额的
18%的增值

税A

189

261

90

540

业主代扣结
算额的9%的
增值税B

94.5

130.5

45

270

日常零星材
料中的增值

税C

115

190

30

335

应补缴或者
超额税负

D=A-B-C

-20.5

-59.5

15

-65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申请
退税
税额

80

65

退税成本

退税额
的5%

4

3.25

获取的资金时间价值

营运资金

贷款年利率7%

（80-65）×7%=1.05

-

定期存款

存款年利率3%

（80-65）×3%=0.45

综合资金成本

营运资金

2.95

3.25

定期存款

3.55

年度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合计

需上缴的
剩余结算额
的18%的增

值税A

189

261

90

540

业主代扣
结算额的
9%的增值

税B

94.5

130.5

45

270

日常零星
材料中的
增值税C

115

190

65

370

应补缴或者
超额税负

D=A-B-C

-20.5

-59.5

-20

-100

备注
（退税情况）

2011年初
退回

2012年初
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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