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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二零二二年五月

便利出口企业新政策助力外贸平稳发展
摘要：

•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落实税务总局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 促进外贸平
稳发展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于2022年4月29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号，以下简称“9号公告”) 和相应的政策解读说明。该政策在2020年出台的
纾解出口企业困难的政策（税总2号公告）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出口企业分类管理及备案单证管理、完善加工贸易出
口退税政策、简化办理流程及方式、明晰收汇管理口径等。新政对出口企业的税务合规及退（免）税管理将产生积极
影响，解决了部分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多转出的进项税额允许列入进项税抵扣的问题，将为该部分
企业纾解资金压力；同时也将引起出口企业对退税管理及基础资料的规范性方面的重视。近期毕马威中国间接税团队
成功协助出口企业在退税风险管理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设计，也协助解决了部分税企争议，后续将为9号公告在全国范
围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背景
近年来，在后疫情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出口企业退税便利度及退税时效，税务部门不断推出服务出口企业的各项
举措，提高了众多出口企业的退税效率，弱化了申报退税的时限，纾解了由于疫情等原因引起的外汇收取困难不能及时申
报退税等困难。
但在过往实践中，由于出口业务复杂性及退税政策的不断更新优化，出口企业普遍面临对出口退税政策理解不够深入，在
政策落地实施层面未能及时识别并享受便利政策、以及退税合规管理方面不够完善等问题。另外，各地主管退税的税务机
关对出口企业的管理口径也不尽相同。为了进一步提升出口退税的便利度、明确历史原因形成的退税政策、引导出口企业
提升合规管理水平、提升企业对各项政策的获得感，助力外贸平稳发展，税务总局出台了9号公告，为出口企业长远发展
保驾护航。

毕马威观察
9号公告将对所有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的税务合规和退税便利度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对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属利好政策。
1. 完善出口企业分类管理，简化办理流程、方式及资料

1) 出口企业分类管理更人性化：因纳税信用修复原因需重新评定的纳税人，不受“四类出口企业自评定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评定为其他管理类别”规定限制，即符合一定条件仍可以在12个月内调整退税管理级别。

2) 退税流程更简化：通过主管税务机关的实地核查是出口企业首次申报退税的前提条件，新政规定在一定退税限额
标准内，可先行按规定审核办理退（免）税再进行实地核查，超限部分仍需将实地核查前置。

3) 办税方式更便利：
 税务机关出具的各类退（免）税证明基本全面电子化（如《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涉税电子数据在开具方和使

用方的税务机关之间流转并审核，无需企业报送；
 进一步加大办税事项“非接触”力度，初次开展出口业务之前需要现场报送退（免）税备案资料的，改为网上

以数字化表格的形式提交办理。
4) 报送资料更精简：按照以前规定需要报送资料原件的涉税事项，改为纳税人自行留存备查，减轻纳税人办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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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决了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应抵扣未抵扣进项税的问题
由于近年来征退税率一致导致的从事加工贸易的生产型出口企业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多转出的进项税额）
长期挂账，无法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税款，新政明确该部分税款可以列为进项税进行抵扣，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对该
类出口企业属实质性利好政策，具体操作指引及管理规程有待总局进一步明确。

3. 规范备案单证管理，更加强调出口业务真实性
出口企业备案单证是佐证出口业务真实性的资料，明确相关管理要求的文件主要是税务总局2012年24号公告第八条第
四款。新政在此文件基础上：
1) 取消了部分不符合现状的资料，如《出口货物装货单》；
2) 增加并明确了部分税务机关核查出口业务真实性的证明资料。如增加了出口合同，运输单据中原政策仅要求提供

国内运输发票拓展到国际货运代理服务费发票，增加了委托报关单据，视同出口货物和修理修配劳务也纳入备案
单证管理范围；

3) 明确了可以自行选择电子化方式进行备案单证管理，但我们认为仍需按照24号公告的纸质资料的相关管理逻辑进
行电子化归集及保管，实际上进一步强调了出口企业备案单证管理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公告将自2022年5月1日起执行，意味着以前出口的5月申报的业务也要按照新政的要求完成备案
单证的归集和管理（5月申报退税后15日内）。

4. 梳理并优化了出口退（免）税收汇管理
新政在2号公告弱化申报期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超时退税申报的收汇资料及管理要求：
1) 超时限申报退税时必须同时报送收汇资料。明确超时限企业具备申报条件（收齐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收汇或办

理不能收汇手续）后可继续申报退（免）税；
2) 纳税人被税务机关发现收汇材料为虚假或冒用的，应自税务机关出具书面通知之日起24个月内，在申报出口退

（免）税时报送收汇材料；
3) 除上述情形外，纳税人申报出口退（免）税时，无需报送收汇材料，留存举证材料备查即可，但税务机关按规定

需要查验收汇情况的，纳税人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报送收汇材料；
4) 增加了视同收汇可申报退税的情形，即出口信保赔款；
5) 将委托出口货物和向境外提供修理修配劳务纳入收汇管理范围；
6) 明确了确实无法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的情形适用免税政策（需要做进项税转出）。

毕马威建议

结合9号公告及相关政策文件，建议企业：
1. 围绕9号公告深度了解相关退税政策及相关流程的变化。针对符合条件的情形，积极享受新政的同时提升退税管理的

质效；
2. 进一步梳理退税各环节中的节点及风险点。在精准申请并享受以上退税政策的同时，避免不符合条件却错误申请相关

政策，引发合规风险；
3. 重视出口备案单证管理。首先应迅速保证今年5月申报结束后15日内按照新政补充完善备案单证；建立管理机制，明

确出口业务各环节责任人、优化单证收集及管理流程等，必要时建议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单证管理；
举例：2022年5月1日以前出口的今年5月份申报出口退（免）税的业务要在今年5月份申报退税后15日内补充收集出口
合同、国际货运代理服务费发票、委托报关协议、受托报关单位开具的代理费发票等备案单证；出口货物至综合保税
区等特殊监管区的业务和对外提供修理修配劳务业务也需要按新政要求保管相关备案单证。

4. 对出口业务的收汇情况进行追踪、分析及预警管理。避免由于收汇处理不当导致的不予退税、暂缓退税等风险；
5. 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的生产型出口企业：

1) 如符合将长期挂账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可列入进项税抵扣的条件，应注意观察后续的管理文件及操
作指引，按照主管退税机关的要求及时享受该政策红利；
举例：出口退税系统整合入金税系统前（2021年4月起陆续开展），如所属期2019年度的《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
务免抵退税核销表》第6列“应调整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为负数，2020年在完成所属期2019年度核销后自第一
次申报免退税时《生产企业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旧版汇总表）第23和26栏有长期挂表金额的从事加工贸易的
生产型出口企业可将该部分税额列入进项税抵扣范围（金税系统整合完毕后，会以负数形式迁移至新版免抵退税
汇总表第8C栏）

2) 做好年度核销及首次免抵退税的申报调整，确保手册项下退税申报的准确性及合规性，避免由于管理不当造成补
税甚至处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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