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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8
与增值税相关的税



【考点1 】资源税★★★
【考点2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考点3 】烟叶税★
【考点4 】关税★★

考点清单



【考点1 】资源税★★★
一、纳税义务人
在我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发（开采或生产）

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1 .进口不征，出口不退
2 .单一环节、一次性征收
3 .价内税



4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的，不缴纳资源税
用于生产非应税产品的，应在移送环节缴纳资源税，

包括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捐赠、偿债、赞助、集资、
投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利润分配等



二、税目

税目 子税目 征税对象

（一）
能源矿产

7个

原油；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气
水合物；煤；煤成（层）气；铀、
钍；油页岩、油砂、天然沥青、
石煤；地热。

（1）原矿（如：原油、天然气、
地热、页岩气）；
（2）原矿或选矿（如：煤）

（二）
金属矿产

2个

黑色金属：铁、锰、铬、钒和钛 原矿或者选矿

有色金属：铜、铅、锌、锡、镍、
锑、镁、钴，铋、汞；铝土矿等

钨、钼、轻稀土、中重稀土：选
矿
其他：原矿或者选矿



税目 子税目 征税对象
（三）

非金属矿产

3 个

矿物类；岩石类；宝玉石
类

原矿或选矿

(四)

水气矿产

2 个

二氧化碳气、硫化氢气、
氦气、氡气；矿泉水。

原矿

(五)盐

3 个
钠盐、钾盐、镁盐、锂盐；
天然卤水；海盐。

原 矿 （ 天 然 卤 水 ） 、 选 矿
（钠盐、钾盐等）



【叮铃铃 1 】纳税人以自采原矿、岩石，按照原矿还
是选矿计征资源税，总结如下：

税目 情形 征税对象

自采原矿

（1）直接销售
原矿

（2）自用于应当缴纳资源税情形

（3）洗选加工为选矿产品销售 选矿
（原矿移送环节不
缴纳资源税）

（4）选矿产品自用于应当缴纳资源税情形

自采岩石 无法区分原生岩石矿种的粒级成型砂石颗粒 砂石



【叮铃铃 2 】资源产品：境内天然初级资源
（1 ）境外进口资源不交税
（2 ）人造资源不交税
（3 ）深加工的产品不交税
原油√ 成品油×
原煤√ 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 煤炭制品×



三、税率

税率形式 范围

比例税率
固定税率：原油、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
铀、钍、钨、钼和中重稀土等战略资源
幅度税率：其他应税资源 

比例税率或定额
税率

地热、石灰岩、其他粘土、砂石、矿泉水、天然卤
水。



四、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计算

（一）从量定额
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 实际销售数量+ 视同销售数量

从价定率 应纳税额＝销售额×税率

从量定额 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单位税额



（二）从价定率
1 .一般销售
全部价款，不包括增值税额、相关运杂费用；
计入销售额中的相关运杂费用，凡取得增值税发票

或其他合法有效凭据的，准予从销售额中扣除。
相关运杂费用是指应税产品从坑口或者洗选（加工）

地到车站、码头或者购买方指定地点的运输费用、建设
基金以及随运销产生的装卸、仓储、港杂费用。



2 .视同销售
纳税人申报的应税产品销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

由的，或者有自用应税产品行为而无销售额的，主管税
务机关可以按下列方法和顺序确定其应税产品销售额：

（1 ）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确
定。

（2 ）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
格确定。

（3 ）按后续加工非应税产品销售价格，减去后续加
工环节的成本利润后确定。



（4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 + 成本利润率）÷
（1 -资源税税率）

（5 ）按其他合理方法确定。



3 .已税产品的税务处理
（1 ）纳税人用已纳资源税的应税产品进一步加工应

税产品销售的，不再缴纳资源税



（2 ）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为原矿销售，
或以外购选矿与自产选矿产品混合为选矿产品销售的，
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销售数量时，直接扣减外购原
矿或选矿的购进金额或数量。

原矿（外购＋自采） →混合原矿
选矿（外购＋自采） →混合选矿
应纳资源税＝（混合原/选矿销售额－外购原/选矿销

售额×原/选矿税率



（3 ）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洗选加工为
选矿产品销售的，按照下列方法进行扣减：

原矿（外购＋自采）→混合选矿
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数量）＝外购

原矿购进金额（数量）×（本地区原矿适用税率÷本地
区选矿产品适用税率）

应纳资源税＝（混合选矿销售额 －准予扣减的外购
应税产品购进金额）×选矿税率



4 .增值税与资源税计税销售额的不同
（1 ）运杂费用
增值税：含运杂费用
资源税：不含销售环节的运杂费用——从坑口或者洗

选（加工）地到车站、码头或者购买方指定地点的运杂
费用

（2 ）组成计税价格
增值税（价外税）：含税/（1 + 税率或征收率）
资源税（价内税）：成本×（1 + 成本利润率）/（1

－资源税税率）



5 .煤炭、天然气和原油的增值税、消费税与资源税

项目 增值税 消费税 资源税

煤炭
居民用煤炭
制品9%，其
他13%

——

原煤、以未税原煤
加工的洗选煤缴纳
资源税，其他：无
须缴纳

天然气 增值税率9% —— 缴纳资源税

原油、汽油、
柴油

13%

原油无须缴
纳，汽油、
柴油按销售
数量缴纳

原油需按销售额缴
纳资源税，汽油、
柴油无须缴纳



五、资源税减税免税
（一）免税
 1 .开采原油以及在油田范围内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

加热的原油、天然气；
 2 .煤炭开采企业因安全生产需要抽采的煤成（层）

气。



（二）减征

减征比例 应税产品
减征 20％ 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低丰）

减征 30％

（1）高含硫天然气、三次采油、从深水（超过300米）油
气田开采的原油和天然气
（2）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
（3）页岩气

减征 40％ 稠油、高凝油

减征 50％ 
（1）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六税两费”）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的减免税
项目

1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
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

2 .纳税人开采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
【提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报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四）其他
青藏铁路公司及其所属单位运营期间自采自用的砂、

石等材料免征。



六、水资源税的纳税人和应纳税额计算
（一）纳税人
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包括直接

从江、河、湖泊（含水库）和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
个人。

下列情形，不缴纳水资源税：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

水塘、水库中取用水的；
2 .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

水的；
3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为配置或者调度水资源取水的；



4 .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
进行临时应急取用（排）水的；

5 .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
取水的；

6 .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
的。



（二）税额计算
1 .一般取用水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2 .采矿和工程建设疏干排水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

量（排水量）×适用税额
3 .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不含循环式）冷却

取用水应纳税额＝实际发电量×适用税额



（三）从高制定税额标准情形
1 .地下水税额标准要高于地表水。
2 .超采地区的地下水税额标准要高于非超采地区，

严重超采地区的地下水税额标准要大幅高于非超采地区。
3 .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用水加征 1 －3  倍。
4 .对特种行业从高征税。
（四）从低制定税额标准情形
1 .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
2 .农村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
【提示】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税；超过限额

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从低制定税额。



七、水资源税税收优惠
1 .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2 .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征水资源税；
3 .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外，军队、武警部队

通过其他方式取用水的，免征水资源税；
4 .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5 .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的，免征

水资源税；
6 .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免征或者减征水资

源税情形。



【考点2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一、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
1 .在中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2 .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不征收城
市维护建设税

3 .采用委托代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预缴、补
缴等方式缴纳两税的，应当同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
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行政区划变更的，自变更完成当月起适用新行政区
划对应的适用税率，纳税人在变更完成当月的下一个纳
税申报期按新税率申报缴纳。

档次 纳税人所在地 税率

1 市区 7％

2 县城、镇 5％

3 不在市区、县城、镇 1％



三、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
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纳税人依规定计算应当

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不含进口）+ 增值税免抵税额-直接
减免的增值税税额-留抵退税额

 依法实际缴纳的消费税税额= 纳税人依规定计算应当
缴纳的消费税税额（不含进口）-直接减免的消费税税额



1 .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
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

2 .纳税人违反“两税”有关规定而加收的滞纳金和
罚款，不作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

 但纳税人在被查补“两税”和被处以罚款时，应同
时对其偷漏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进行补税、征收滞纳金，
并处罚款。



3 .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不包括直接减免的“两
税”税额。

4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包括增值税免抵税额。
【提示】纳税人应在税务机关核准免抵税额的下一

个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5 .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应当按规定扣除期末留

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提示1 】纳税人自收到留抵退税额之日起，应当在
下一个纳税申报期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中扣除。

【提示2 】留抵退税额仅允许在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
方法确定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中扣除。

【提示3 】当期未扣除完的余额，在以后纳税申报期
按规定继续扣除。

【提示4 】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更正、查补此前
按照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允
许扣除尚未扣除完的留抵退税额。



四、城市维护建设税税收优惠
1 .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免征。
2 .至 2 0 2 7  年 1 2  月 3 1  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
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六税两费）



3 .退税规定
（1 ）因纳税人多缴发生两税退税，同时退还已缴纳

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2 ）两税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除

另有规定外，不予退还随两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3 ）对出口产品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

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五、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1 .教育费附加征收比率为 3 %，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比

率为 2 %
2 .自 2 0 1 6  年 2  月 1  日起，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

营业额不超过 1 0  万元（按季不超过3 0  万元）的纳税义
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考点3 】烟叶税★

纳税人
在中国境内，依照《烟草专卖法》规定收购烟叶的单位。
【叮铃铃】买方纳税，卖方不纳税；纳税人为单位，不含个
人

征税范围 晾晒烟叶和烤烟叶

税率 比例税率 20%

计税依据 纳税人收购烟叶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税额计算
应纳税额＝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税率
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收购价款×（1＋10%）
【叮铃铃】计算烟叶税时的价外补贴固定为收购价款的 10%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收购烟叶的当日，即向烟叶销售者付讫收购款项或开具收购凭
据的当日

纳税地点 烟叶收购地

纳税期限 按月计征，纳税义务发生月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



【提示 1 】烟叶税和增值税相结合：
购进免税烟叶允许计算抵扣的进项税额＝烟叶买价

×扣除率
烟叶买价＝收购价款＋价外补贴＋烟叶税
价外补贴为 1 0 %情况下，可简化计算：
允许计算抵扣的进项税＝收购价款×1 .1 ×1 .2 ×扣

除率
【提示 2 】免税农产品进项计算抵扣扣除率为 9 %或 

1 0 %。



【 考 点 4 】 关 税 ★ ★
一 、 纳 税 义 务 人
关 税 纳 税 人 为 进 口 货 物 收 货 人 、 出 口 货 物 发 货 人 、 进 出 境

物 品 的 所 有 人 　
【 提 示 】 进 出 境 物 品 的 所 有 人 包 括 该 物 品 的 所 有 人 和 推 定

为 所 有 人 的 人 ：
（ 1 ） 携 带 进 境 的 物 品 — 携 带 人 ；
（ 2 ） 分 离 运 输 的 行 李 — 进 出 境 旅 客 ；
（ 3 ） 邮 递 方 式 进 境 的 物 品 — 收 件 人 ；
（ 4 ） 邮 递 或 其 他 运 输 方 式 出 境 的 物 品 — 寄 件 人 或 托 运 人 。



二 、 税 率
（ 一 ） 进 口 货 物 税 率 适 用 规 则
1 . 暂 定 税 率 优 先 适 用 于 优 惠 税 率 或 最 惠 国 税 率 ；
2 . 当 最 惠 国 税 率 低 于 或 等 于 协 定 税 率 时 ， 协 定 有 规 定 的 ，

按 相 关 协 定 的 规 定 执 行 ； 协 定 无 规 定 的 ， 两 者 从 低 适 用 ；
3 . 适 用 协 定 税 率 、 特 惠 税 率 的 进 口 货 物 有 暂 定 税 率 的 ， 应

当 从 低 适 用 税 率 ；
4 . 按 照 普 通 税 率 征 税 的 进 口 货 物 ， 不 适 用 暂 定 税 率 ； 经 国

务 院 关 税 税 则 委 员 会 特 别 批 准 ， 可 以 适 用 最 惠 国 税 率 。



（二）税率的适用
1 .进出口货物，应当适用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

或者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2 .进口货物到达前，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应当

适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
3 .经海关批准集中申报的进出口货物，应当适用每

次货物进出口时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之日实施的税率。



4 . 进 口 转 关 运 输 货 物 ， 应 当 适 用 指 运 地 海 关 接 受 该 货 物 申
报 进 口 之 日 实 施 的 税 率 。 先 行 申 报 的 ， 适 用 装 载 该 货 物 的 运 输
工 具 抵 达 指 运 地 之 日 实 施 的 税 率

5 . 出 口 转 关 运 输 货 物 ， 应 当 适 用 启 运 地 海 关 接 受 该 货 物 申
报 出 口 之 日 实 施 的 税 率 。

 6 . 因 超 过 规 定 期 限 未 申 报 而 由 海 关 依 法 变 卖 的 进 口 货 物 ，
其 税 款 计 征 应 当 适 用 装 载 该 货 物 的 运 输 工 具 申 报 进 境 之 日 实 施
的 税 率 。

 7 . 因 纳 税 义 务 人 违 反 规 定 需 要 追 征 税 款 的 进 出 口 货 物 ， 应
当 适 用 违 反 规 定 的 行 为 发 生 之 日 实 施 的 税 率 ； 行 为 发 生 之 日 不
能 确 定 的 ， 适 用 海 关 发 现 该 行 为 之 日 实 施 的 税 率 。



8 .已申报进境并放行的保税货物、减免税货物、租
赁货物或已申报进出境并放行的暂时进出境货物，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适用海关接受纳税人再次填写报关单办
理纳税及有关手续之日实施的税率：

 （1 ）保税货物经批准不复运出境的；
 （2 ）保税仓储货物转入国内市场销售的；
 （3 ）减免税货物经批准转让或者移作他用的；
 （4 ）可暂不缴纳税款的暂时进出境货物，经批准不

复运出境或者进境的；
 （5 ）租赁进口货物，分期缴纳税款的。



三、一般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
（一）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包括货物的货价、货物运抵我

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1 .应计入完税价格
（1 ）由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
【叮铃铃】购货佣金不计入完税价格。
（2 ）由买方负担的与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器费用。
（3 ）由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费用和包装劳务费用。



（4 ）与进口货物的生产和向中国境内销售有关的，
由买方以免费或者以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并可以按适当
比例分摊的列明货物或服务的价值。

（5 ）与该货物有关并作为卖方向我国销售该货物的
一项条件，应当由买方直接或间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6 ）卖方直接或间接从买方对该货物进口后转售、
处置或使用所得中获得的收益。



2 .不计入完税价格
（1 ）厂房、机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发生的建设、

安装、装配、维修和技术援助费用，但保修费用除外。
【提示】保修费用计入完税价格，进口后维修费不

计入完税价格。
（2 ）运抵境内输入点起卸后的运输费、保险费和其

他相关费用。
（3 ）进口关税、海关代征税及其他国内税。



（4 ）为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费用。
（5 ）境内外技术培训及境外考察费用。
（6 ）同时符合条件的利息费用。
（7 ）购货佣金。
3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中运输及相关费用、保险费计

算
（1 ）运保费能确定
运费及其相关费用按买方实际支付或应支付的费用

计算。
保险费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费用计算。



（2 ）运保费无法确定
运费：按照该货物进口同期的正常运输成本审查确

定。
保险费：按照“货价加运费”的 3 ‰计算
【提示1 】运输工具作为进口货物，利用自身动力进

境的，海关在审查确定完税价格时，不再另行计入运输
及相关费用。

【提示2 】邮运进口的货物，应当以邮费作为运输及
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二）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
依次：
1 .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同时或者大约同时；海关接受货物申报之日的大约

同时，最长不应当超过前后4 5 日。
2 .类似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3 .倒扣价格估价方法
如果没有在海关接受进口货物申报之日前后4 5 日内

在境内销售，可以将时间延长至接受货物申报之日前后
9 0 日内。 



4 .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5 .合理估价方法
【提示】纳税义务人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后，可以

提出申请，颠倒倒扣价格估价方法和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的适用次序。



四、特殊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
1 .运往境外修理的货物，以境外修理费和物料费为

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不含运保杂费）
2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以境外加工费、料件费、

复运进境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审查确定
完税价格



3 .租赁方式进口
（1 ）租赁期间以海关审定的租金为完税价格，利息

应计入；
（2 ）留购的租赁货物，以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作完

税价格；
（3 ）承租人申请一次性缴纳税款的，经海关同意，

按照一般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方法或海关审定的租金总额
作完税价格



4 .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
完税价格＝海关审定的该货物原进口时的价格×[1

－申请补税时实际已使用的时间（月）÷（监管年限
×1 2 ）]

【提示】监管年限：
从货物进口放行之日起计算：
船舶、飞机：8  年；机动车辆：6  年；其他货物：3  

年



五、出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
（一）以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完税价格
1 .包括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

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2 .不包括：
（1 ）出口关税；
（2 ）在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货物运至我国境内输

出地点装载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二）出口货物海关估价
1 .同时或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口的相同货

物的成交价格；
2 .同时或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口的类似货

物的成交价格；
3 .根据境内生产相同或类似货物的成本、利润和一

般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境内发生的运输
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计算所得的价格；

4 .按照合理方法估定的价格。
【叮铃铃】与进口估价类似，但无倒扣价格方法。



六、应纳税额的计算
1 .从价税（主要方法）
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

格×税率
2 .从量税（原油、啤酒和胶卷等少数货物适用）
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货物税

额
3 .复合税（仅对录像机、放像机、摄像机、数字照

相机和摄录一体机等适用）
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货物税

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格×税率



4 .滑准税
关税税额＝应税进（出）口货物数量×单位完税价

格×滑准税税率
【提示】特殊的从价税，税率随着进口商品价格的

变动而反方向变动，即价格越高，税率越低，税率为比
例税率



【叮铃铃 1 】进口相关税种：关税、消费税、增值税、
车辆购置税

 计算步骤：关税完税价格→关税→组价→增值税、
消费税、车辆购置税

 【叮铃铃 2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为进项税额，可凭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进项税额；进口后的运
费凭专用发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进口货物用于不得
抵扣情形的除外。

 【叮铃铃 3 】进口的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消费品，
符合规定可以抵扣消费税。



七、税收优惠
（一）法定减免
1 .关税税额在人民币 5 0  元以下的一票货物，可免征

关税。
2 .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和货样，可免征关税。
3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可免征关

税。
 【叮铃铃】境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符合规定

的慈善捐赠属于特定减免税。
4 .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料、物料和

饮食用品，可予免税。



5 .在海关放行前损失的货物，可免征关税。
6 .在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坏的货物，可根据受损程度

减征关税。
7 .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减免关税。
8 .法律规定减征、免征的其他货物、物品。



（二）特定减免税
1 .科教用品
2 .残疾人专用品
3 .慈善捐赠物资
4 .重大技术装备
5 .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进口货物；
6 .支持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进口货物； 
7 .民用航空维修用航空器材； 
8 .抗艾滋病毒药物。 



八、关税征收管理规定
（一）关税缴纳
1 .申报时间
进口货物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 4  日内；
出口货物除海关特准的外，在运抵海关监管区后、

装货的 2 4  小时以前。
2 .纳税期限
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 1 5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

税款



3 .延期纳税
因不可抗力或国家税收政策调整情形下，不能按期

缴纳税款的，经依法提供税款担保后，可以延期缴纳税
款，但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



（二）关税的强制执行
1 .关税滞纳金
关税滞纳金金额＝滞纳关税税额×滞纳金征收比率

（万分之五）×滞纳天数
【叮铃铃】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不予扣除。
2 .强制征收
如纳税义务人自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3  个月仍

未缴纳税款，经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采取强制扣缴、
变价抵缴等强制措施。



（三）关税退还
海关多征的税款，海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
纳税人遇下列情况之一，可自缴纳税款之日起 1  年

内，书面申请退税并加算活期存款利息，逾期不受理：
1 .已征进口关税的货物，因品质或规格原因，原状

退货复运出境的。
2 .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因品质或规格原因，原状

退货复运进境，并已重新缴纳出口退还的国内环节有关
税收的。

3 .已征出口关税货物，因故未装运出口，申报退关
的。



（四）关税补征和追征
1 .补征
非因纳税人违反海关规定造成的少征或漏征关税：
关税补征期为缴纳税款或货物放行之日起 1  年内
2 .追征
因纳税人违反海关规定造成少征或漏征关税：
关税追征期为缴纳税款或货物放行之日起 3  年内，

并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速记方法

1退1补3追



当你决定灿烂，
山无拦，海无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