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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加工的出口退免税产品分配率应用思考

高爱林

（金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财务部 南京 210046）

【摘要】本文对进料加工方式下分配率的应用对出口成本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建议出口企业利用预计分配率

进行相应处理，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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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料加工贸易是指企业用外汇购买进口原料、元器

件、零部件和包装材料，经生产加工成成品返销出口收汇

的业务。

《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年39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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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 12号）的要求，生

产企业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

依据为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扣除出口货物所含的海

关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后的余额。同时应按当期全部出

口货物的离岸价扣除当期全部进料加工出口货物耗用的

保税进口料件金额后的余额乘以征退税率之差计算不予

抵扣或退税的税额，并从全部进项税额中剔除，计入当期

的出口成本。

次年 4月 20日前，主管税务机关按照企业确认的实

际分配率对进料加工手册进行核销，并出具《生产企业进

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企业应在次月根据该表调

整前期免抵退税额及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其中：①进料

加工出口货物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进料加工出口

货物人民币离岸价×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②计划分配率

的确定：自2013年7月1日起，企业应以“上年度已核销手

册综合实际分配率”作为当年度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

实务中，企业为协调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的差异，通

常进行如下财税处理：

（1）在出口当期按核定计划分配率计算出口货物中

耗用的进口保税料件。

（2）按出口货物金额扣除其耗用保税料件价值后的

金额和征退税率差计算不予抵扣税额，并转增出口成本。

（3）将上面计算的不予抵扣和退税的税额，填列在当

期增值税申报表附表二第十八栏“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

扣的进项税额”中。

（4）在进料加工手册核销后，企业在收到主管税务机

关出具的《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后，

调整前期免抵退税额及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和前期出口

货物的成本。

（5）将调整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填列在当期增值

税申报表附表二第十八栏“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

项税额”中。

例 1：2013年某企业开展进料加工业务，出口产品征

税率为 17%，退税率 5%，“上年度已核销手册综合实际分

配率”为40%。同时，该企业向海关申请办理了进料加工贸

易手册，手册号为C2308000157，预计进口保税料件的价

值为550万元，预计出口总值为1 000万元。

2014年该手册全部出口完毕，并已办理了海关核销

手续，《海关核销结案通知书》列明：实际保税进口料件

540万元、出口货物980万元、补税内销的副产品20万元。

2014年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销，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确认的实际分配率为54%。

企业处理如下：

1. 出口当期。

（1）企业在出口当期，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980×（1-40%）×（17%-5%）=
70.56（万元）

（2）会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70.56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0.56万元

（3）税务处理：将计算的不予抵扣和退税额，填列在

增值税申报表附表二第十八栏“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

的进项税额”中进行纳税申报。

2. 手册核销。手册核销时，主管税务机关依据《海关

核销结案通知书》的实际进口保税料件金额和实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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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等信息及相关电子信息，重新核定并经出口企业确

认该手册的实际分配率：

实际分配率=540/（980+20）=54%
则该手册项下累计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应为：980×

（1-54%）×（17%-5%）=54.096（万元）。由于企业在出口的

当期累计已经确认了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70.56万元，故

在手册核销时应当调整减少“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16.464万元（70.56-54.096），同时调整减少出口业务成本

16.464万元。

（1）会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16.464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转出 -16.464万元

（2）税务处理：将调整减少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16.464万元，填列在增值税申报表附表二第十八栏“免抵

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中进行纳税申报。

通过上例可见，由于企业当期的进料加工情形与上

年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依据“上年度已核销手册综合实际

分配率”计算的出口货物耗用的保税料件金额和企业实

际出口货物耗用的保税料件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

在出口当期依据计划分配率确认的“不予抵扣税额”和手

册核销时依据实际分配率确认的“不予抵扣税额”存在较

大差异，导致进料加工出口的成本信息失真。

（二）

为减少上述差异，笔者建议，出口企业在办理进料加

工贸易手册时，根据该手册的预计进出口情况，预计该手

册的分配率，并进行如下处理：

（1）在办理进料加工手册时，预计手册的分配率。预

计分配率=预计进口保税料件金额÷预计出口总额。

（2）按核定的计划分配率进行正常的会计和税务处理。

（3）将因计划分配率和预计分配率之间的差异而导

致出口业务成本的差额，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

“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4）在手册核销后，按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生产企

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的调整数，借记或贷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按

计划分配率和预计分配率之间的差异而确认的“出口业

务成本”的累计差额，贷记“其他应收款”科目，按借贷者

差额，借记或贷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5）将调整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填列在当期增值

税申报表附表二第十八栏“出口退免税产品不予抵扣和

退税额中。

例2：沿用前例资料，企业在办理手册时，可以根据预

计的进出口情形，预计该手册的分配率，并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具体如下：

1. 办理手册时。预计分配率=预计进口保税料件金

额÷预计出口货物总额=550÷1 000=55%。

2. 出口当期。

（1）会计处理。

①按核定的计划分配率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为70.56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

70.56万元［980×（1-40%）×（17%-5%）］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0.56万元

②预计的分配率与计划分配率之间的差异对出口业

务成本有影响，因此要进行处理。

借：其他应收款

17.64万元［980×（40%-55%）×（17%-5%）］
贷：主营业务成本 17.64万元

（2）税务处理。将按核定的计划分配率计算的“不得

免征和抵扣税额”70.56万元填列在当期增值税申报表附

表二第十八栏“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中进

行纳税申报。

3. 手册核销。

（1）会计处理。按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生产企业进

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的调整数16.464万元，进行

如下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6.464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 1.176万元（17.64-16.464）
贷：其他应收款 17.64万元

（2）税务处理：将调整减少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16.464万元，填列在增值税申报表附表二第十八栏“免抵

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中进行纳税申报。

通过上述处理，在手册核销的时候，“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转出”发生额为 16.464万元，和按

计划分配率处理情形下一致，而“出口成本”的影响仅为

1.176万元，同时原过渡科目“其他应收款”科目结平。

综上，通过预计分配率的过渡处理，在不影响税务申

报处理的前提下，使出口各期的出口成本和收入更具有

相关性，更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当然，企业在预计

计划分配率时，应当充分考虑该手册项下的进口原料、出

口产品和补税内销副产品的价值以及其他影响计算实

际分配率的情形，以使预计的分配率更加接近实际。

主要参考文献

王成敬.谈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增值税的计算公

式.财会月刊，20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