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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型账户在增值税“免、抵、退”核算中的应用

金慧娟

渊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0冤

生产企业免抵退增值税的会计处理，除了要设置“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和“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两个账户

外，还应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下设置相关明细账户：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

出”、“转出多交增值税”。这部分会计核算相对复杂，因此笔者

探索出用 T型账户来理解增值税免抵退明细核算的方法。

假设某外贸出口企业月末应交增值税账户情况如下所示：

因为生产企业的出口是零税率，也就是说出口时不仅免

交出口环节的增值税，而且在前面的生产环节也是免税的，因

此“免抵退”中的“抵”，就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所耗用

的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等所含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抵

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而“退”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

在当月内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对未抵顶完的

部分予以退税。期末，假设盂+榆-（淤+于）=虞，这样一来，应

交增值税的四个发生额可以有如下几种情况：

若虞跃0，说明外销货物的进项税额不够抵扣当期的销项

税额，为应纳税额，期末要结转到“未交增值税”明细账户。不

涉及退税，但是涉及免抵税额，免抵税额即为当期免抵退税额

（外销货物离岸人民币价格伊退税率），即出口抵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T型账户为：

因为没有退税，所以愚=舆，这是未交增值税的贷方转去

虞的金额。

若虞约0，说明当期应纳税额为零，并且有留抵税额，说明

有出口退税。而退税金额则要比较留抵税额与当期免抵退税

额，取数额小的为退税额，最后用免抵退税额减去退税额确定

免抵税额。

假设月末的“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户如下：

盂+榆-（淤+于）=虞，而虞约0，当期免抵退税额计算为愚。

若虞约愚，愚-虞=舆，那么虞为当期的应退税额，而舆为

免抵税额。T型账户有：

出口退税额在“应收出口退税”账户中核算。

若虞跃愚，则当期的应退税额为愚，也就是当期的免抵退

税额，而免抵税额为零，说明当期的退税额不能超过免抵退税

额的限额，差额部分则是当期最后的留抵税额。T型账户为：

T型账户中的虞在做账时并不真正体现，出现在 T型

账户中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免抵退部分的计算和账务

处理。

综上，实行“免抵退”核算的企业实际在出口退税计算时

免抵的是出口产品的进项税额。出口外销产品的进项税额被

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这是为了

剔除一部分进项税额来减少免抵退税额，以体现退税率低于

征税率的效果；二是免抵税额，即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

额；三是出口退税，通过“应收出口退税”账户来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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