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节 一般计税方法应纳税额计算

5.存量留抵税额，区分以下情形确定：

（1）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

存量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中的较小者。

（2）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

存量留抵税额=0。

【提示 1】存量留抵税额：是指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大于或等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的部分。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大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期末留抵税额，那么存量留抵

税额就是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期末留抵税额；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小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期末留抵税额，

那么存量留抵税额就是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在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存量留抵税额就变为零。

【提示 2】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具体来说，如果纳税人当期的

期末留抵税额大于 2019 年 3 月底的期末留抵税额，则增加部分即为增量留抵税额。

【举例】某小型企业 2019 年 3 月 31 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100 万元，2022 年 4 月申请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时，

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120 万元，该纳税人的存量留抵税额为 100 万元；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80 万元，

其存量留抵税额为 80 万元。该纳税人在 4 月申报期获得存量留抵退税后，将再无存量留抵税额。

6.增量留抵税额，区分以下情形确定：

（1）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相比新增加

的留抵税额。

（2）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举例】某纳税人 2019 年 3 月 31 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200 万元，2022 年 6 月 30 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240 万元，

在 7月纳税申报期申请增量留抵退税时，

如果此前未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该纳税人的增量留抵税额为 40（240－200）万元；

如果此前已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该纳税人的增量留抵税额为 240 万元。

7.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

允许退还的存量留抵税额＝存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

【提示 1】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带有“增

值税专用发票”字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

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同

非指定的一般纳税人）。

【提示 2】在计算进项构成比例时，纳税人在上述计算期间内发生的进项税额转出部分无须扣减。

【举例】某制造业纳税人 2019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取得的进项税额中，增值税专用发票 1000 万元，道路通

行费电子普通发票 200 万元，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400 万元，农产品收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400 万元。

2022 年 12 月该纳税人因发生非正常损失，此前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有 50 万元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

项税转出。该纳税人 2022 年 4 月按照规定申请留抵退税时：

进项构成比例＝（1000＋200＋400）/（1000＋200＋400＋400）×100%＝80%

【提示】为减轻纳税人退税核算负担，在计算进项构成比例时，纳税人在上述计算期间内发生的进项税额转

出部分无需扣减。



8.出口退税与留抵退税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

（1）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先办理免抵退税，之后仍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2）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9.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与留抵退税的衔接

2019 年 4 月 1日起已取得留抵退税款的：

（1）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2）纳税人可以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一次性将已取得的留抵退税款全部缴回后，按规定申请享受增值税

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10.其他注意事项：

（1）纳税人可以选择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留抵退税，也可以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2）纳税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同时申请增量留抵退税和存量留抵退税。

（3）同时符合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行业、批发零售等行业相关留抵退税政策的纳税人，可任意选择申请适用

其中一项留抵退税政策。

（4）纳税信用评价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的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沿用原纳税信用级别，符合条件的可申请

办理留抵退税。

【案例 1】A 企业 2019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10 万元，2022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

税额为 100 万元，符合 14 号公告第三条规定的留抵退税 4 个条件，进项构成比例为 100%。A 企业可以在 2022

年 4 月同时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和存量留抵税额。

可退增量留抵税额为（100-10）×100%×100%=90 万元，

存量留抵税额为 10×100%×100%=10 万元，合计退还留抵税额 100 万元。

【案例 2】B企业 2019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100 万元，2022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

抵税额为 300 万元，符合 14 号公告第三条规定的留抵退税 4个条件，进项构成比例为 100%。B 企业可在 2022

年 4 月申报后申请增量留抵退税为（300-100）×100%×100%=200 万元，并自 2022 年 5 月纳税申报期起申请

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接上例，B 企业 2022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150 万元，进项构成比例为 100%，可在 2022 年

5 月同时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和存量留抵税额。可退增量留抵税额为（150-100）×100%×100%=50 万元，

存量留抵税额为 100×100%×100%=100 万元，合计退还留抵税额 150 万元。

【案例 3】C 个体工商户 2022 年 1 月登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 年 3 月期末留抵税额为 0，因此存量留抵

税额为 0，C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2022 年 4月申请退还 2022年 3月所属期的增量留抵税额（5-0）×100%×100%=5

万元。C 个体工商户一旦参照企业参评后，就不能退出纳税信用评价，在以后的存续期内适用国家税务总局纳

税信用管理相关规定。

【案例 4】E 企业是制造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留抵退税划型为微型企业，2019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

抵税额为 100 万元，2022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80 万元，2019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取得的

进项税额中，增值税专用发票 500 万元，道路通行费电子普通发票 100 万元，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200

万元，农产品收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200 万元。2021 年 12 月，该纳税人因发生非正常损失，此前已抵扣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中，有 50 万元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转出。

E 企业在 2022 年 4 月申请留抵退税时：

进项构成比例=（500+100+200）÷（500+100+200+200）×100%=80%。

进项构成比例计算公式的分子分母均不需扣减 2021 年进项转出的 50 万元。

假设 E 企业符合留抵退税 4个条件，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80 万元小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 100 万元

的，增量留抵税额为 0，存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可退还的存量留抵税额为 80×80%×100%=64 万

元。



【例题·单选题】（2022 年）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有关政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纳税人出口货物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先申请退还留抵退税额

B.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取得留抵退税额的，可以再申请增值税即征即退

C.纳税人已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可以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以前一次性将已退还的即征即退税款全部

缴回后，按规定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D.纳税人出口货物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可以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答案：C

解析：选项 A，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先办理免抵退税。免抵退

税办理完毕后，仍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选项 D，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

用于退还留抵税额。选项 B，纳税人按照规定取得增值税留抵退税款的，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

征后返（退）政策。

【例题·多选题】（例题）制造业一般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条件有（ ）。

A.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B.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C.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D.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E.申请退税前 48 个月未发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答案：ABCD

解析：选项 E，应该为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三）纳税人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即原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资产 、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即新纳税人），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其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转至

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

知识点 6：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规定

（一）政策内容

1.条件：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

2.退税要求：应退税额，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用于

退税的，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3.监管要求：

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设备，自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 3年内，设备所有权转移或移作他用的，研发

机构须按照下列计算公式，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

应补缴税款=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

设备折余价值=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累计已提折旧

（二）退税管理

研发机构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应于首次申报退税时，持以下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备案手续：

（1）符合现行规定的研发机构资质证明资料。

（2）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知识点 7：增值税汇总缴纳

适用范围：航空运输、邮政业、铁路运输

1.总体要求：

总分机构应当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的应交增值税，抵减分支机

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已缴纳的增值税税款（包括预缴和补缴的增值税税款）后，在总机构

所在地解缴入库。



2.分支机构（按月）：

按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和预征率计算预缴增值税，按月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注释】分支机构预征率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并适时予以调整。

（1）邮政企业应预缴税额＝（销售额＋预订款）×预征率

（2）航空企业应预缴税额＝销售额×预征率（1%）

（3）铁路企业应预缴税额＝（销售额－铁路建设基金）×预征率（1%、3%）

3.总机构汇总（季度）：

汇总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按照增值税适用税率计算。

总机构当期汇总应纳税额＝当期汇总销项税额－当期汇总的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总机构当期应补（退）税额＝总机构当期汇总应纳税额－分支机构当期已缴纳税额

4.分支机构预缴的增值税，在总机构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不完的，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例题·单选题】下列关于增值税汇总纳税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分支机构发生当期已预缴税款，在总机构当期应纳税额抵减不完的，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B.总机构汇总的销售额，不包括总机构本身的销售额

C.总机构汇总的进项税额，为各分支机构发生的进项税额

D.分支机构预缴税款的预征率由国务院确定，不得调整

答案：A

解析：选项 B，总机构汇总的销售额，为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按照增值税现行规定核算汇总的销售额，包括总

机构本身的销售额。选项 C，总机构汇总的进项税额，是指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

所列业务而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选项 D，分支机构

预征率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并适时予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