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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F_9B_E5_87_BA_E5_c27_28004.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 为推进外贸体制

改革，扩大生产企业自营（委托）出口，根据《国务院关于

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代理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

”税办法的通知》（国发[1997]8号）精神，特通知如下： 一

、凡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的自

产货物，除另有规定者外，一律实行“免、抵、退”税收管

理办法。本通知所述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以下简

称“生产企业”）指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内资生产企业

、1994年1月1日以后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及生产型集团

公司。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及生产型集团公司内部

设立的进出口公司（部门），也一律按此办法执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须将本地区实施“

免、抵、退”税办法的企业名单，经逐级汇总后在6月30日前

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1993年12月31日前已批准设

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货物，继续执行现行的免税办法

，1999年1月1日后按此办法执行。本通知所述的自产货物是

指生产企业购进原辅材料，经过本企业加工生产或委托加工

生产的货物（含扩散加工产品、协作生产产品）。生产型集

团公司收购本集团成员企业生产的货物，也视同自产货物。

二、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免”税，是指对生产企

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免征本企

业生产销售环节增值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自营出口



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应予免征或退还的所耗

用原材料、零部件等已纳税款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款；“

退”税，是指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自

产货物占本企业当期全部货物销售额50％及以上的，在一个

季度内，因应抵顶的税额大于应纳税额而未抵顶完时，经主

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批准，对未抵顶完的税额部分予以退

税。当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自产货物

占本企业当期全部货物销售额不足50％时，未抵扣完的进项

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本通知所述的“免、抵、退”税

办法，仍执行《国务院关于调低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

国发[1995]29号）规定的退税率，并按照出口货物的离岸价计

算“免、抵、退”税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当期应纳税额

＝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不

予免征、抵扣和退税的税额）当期出口货物不予免征、抵扣

和退税的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牌价

×（增值税条例规定的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当生产企业本

季度出口销售额占本企业同期全部货物销售额50％及以上，

且季度末应纳税额出现负数时，按下列公式计算应退税额：

（一）当应纳税额为负数且绝对值≥本季度出口货物的离岸

价格×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时，应退税额＝本季度出口

货物的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二）当应纳税

额为负数且绝对值＜本季度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外汇人民

币牌价×退税率时，应退税额＝应纳税额的绝对值（三）结

转下期抵扣的进项税额＝本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应退税额

生产企业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料、件加工复出口的

，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1997]14号文件第二条第（



二）款第2点的规定计算“免、抵、退”税。三、生产企业自

营（委托）出口的自产货物依以下程序办理“免、抵、退”

税手续：（一）生产企业将货物报关出口并在财务上作销售

后，应按月据实填具《生产企业自营（委托）出口货物免、

抵、退税申报表》（见附件一，以下简称“《申报表》”）

，并持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出口收汇核销单

（出口退税专用联）等凭证向主管其征税的税务机关申报办

理免、抵税及应纳税额的审核手续，经县级以上（含县级）

征税机关审核无误并在《申报表》及出口凭证上签署意见后

，主管其征税的税务机关可先按审核意见对生产企业办理免

、抵税额和应纳税额或将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

抵扣的手续。同时，将经县级以上征税机关审核签署意见的

《申报表》（第1、2、4联）、出口凭证等退还生产企业；（

二）生产企业于每季度末应将出口及内销货物等情况按季汇

总填报《申报表》，报经主管其征税的税务机关，逐级审核

汇总上报给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由具有出口退税审批

权的退税机关办理免、抵、退税的审批手续。同时应提供以

下凭证资料：1、经县级以上征税机关签署审核意见的本季度

的分月《申报表》（第1、2联）及对应的出口货物报关单（

出口退税专用）、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退税专用联）等凭

证，属于委托出口的货物，还必须提供“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原件）；2、本季度如有缴税的，须提供经主管其征税的

税务机关审核盖章的“税收缴款书”（复印件）；3、属于进

料加工复出口的货物，须报送《进料加工贸易申报表》（具

体格式见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1994）031号文件的附件）。

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根据有关电子信息认真复核、签



署批准或变更免、抵税额的意见，并填写《生产企业出口货

物免、抵、退税审批通知单》（见附件二）联同《申报表》

（第3、4联）逐级下发到主管该企业征税的税务机关。征税

机关在收到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

免、抵、退税审批通知单》等材料后，应及时根据审批意见

对已办免、抵税和已征税情况予以确认或调整。办理免、抵

税后仍需退税的，由出口退税机关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开具《

收入退还书》办理退税。四、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

退”税额中的“免、抵”税额，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

单独统计，逐级汇总上报，“退”税额也应单独统计上报，

并纳入本地区全年出口退税计划。“免、抵”税额的计算公

式为：免、抵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退

税税率已退税额。五、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由于

“免、抵”对地方财政利益会有一定的影响。为此，中央财

政将对影响地方的部分向地方财政予以补偿。具体补偿办法

另行下达。六、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税额和“退”

税额由国家税务局进出口税收部门负责按季汇总（具体表格

见附件三），次年一月底汇总全年情况，送同级国家税务局

计财部门统计，并逐级上报国家税务总局，抄报财政部。考

虑到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将涉及到税收计划和退

税计划的调整，有关征税机关在办理免、抵等手续后，应按

规定及时如实汇总上报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审批，退税

部门、计财部门也应及时如实汇总上报免、抵税额和退税额

。否则，国家税务总局将对有关地区不予调整税收计划。财

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要加强对这类问题的监督

检查。七、本通知从1997年1月1日起执行。对有进出口经营



权的生产企业今年1月1日至本通知文到之日前已出口并已办

妥退税手续的自产货物，可不作调整；其他虽已出口但尚未

办理退税手续的自产货物，一律从1997年6月1日起按本通知

规定的“免、抵、退”税办法作相应的调整。此前的规定与

本通知有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其 他未尽事项，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国税

发[1994]031号）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八、本通知由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负责解释，各级财税部门要从全局出发，认

真组织实施，及时反映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附件：1、生

产企业自营（委托）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表（略）2、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审批通知单（略）3、生产企

业自营（委托）出口“免、抵、退”税情况季报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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