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我国企业增值税纳税人按照企业选择意愿、经营规模及会计核算健全程度，分为

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其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特点是增值税进项税

额可以抵扣销项税额，其出口货物适用的增值税退（免）税政策分别如下：

●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办法●

对生产型企业等实行“免抵退”：免征增值税，相应进项税额抵减应纳增值税额（不

包括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政策的应纳增值税额），未抵减完的部分予

以退还。

●外贸企业实行“免退”办法●

对外贸型企业等实行“免退”：免征增值税，相应进项税额予以退还。

●综合保税区的制度设计●

初衷是原料及成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财税部门在税收制度上对区内企业定

位是等同于境外企业、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实行进口设备及基建物资免关税

及进口环节税、出口货物入区退税、进口货物出区征税、区内交易免征增值税和

消费税等税制。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消费升级要求，该模式逐渐不能满

足同时对接国内外两个采购及销售市场的企业诉求，区内企业因不具备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资格而无法进入国内增值税链条，割裂了同国内市场联系，此情况自



2016年 5 月我国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愈显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

方面：

01区内企业不能直接参与国内贸易

区内企业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货物在国内销售时需要通过区外贸易公司，以三

方贸易方式完成内销，或者在区外另设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公司以方便开展国内

贸易，运营成本较高。

02国内采购成本较高

区内企业从国内采购原料及物流、维修、保养、检测、劳务等生产性服务，及承

接委托加工等业务产生的增值税无法抵扣，增加了额外成本。

03区外合作企业承担额外成本

国内货物进出区需报关，区外合作企业须具备进出口经营权或委托贸易公司报关，

增加交易环节及成本。

04非保税货物进区手续严格

国内非保税货物通常需要报关转换为保税货物才能入区，进入综保区成本较高。

05内销时对成品征税



除适用选择性征收关税的企业外，区内加工生产货物进入国内销售时，按照成品

税率征收税款，这对料件货值合计远低于成品货值的企业极为不利。

06地方政府税收造血能力不足

区内企业内销货物增值税归中央，区外企业销售货物给区内企业，由中央承担退

税。如果上述情况纳入国内增值税体系，则地方政府对增值部分可以分成 50%

税收。

有鉴于此，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于 2016年在昆山综合保税区等 7

个特殊区域开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工作。2018

年、2019年，分别将 17 个、24个特殊区域纳入试点范围。2019年 8 月，扩大

至全国综合保税区。

试点优劣分析

有利因素

综合保税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企业兼营综合保税区及国内两大类业务，

且部分购销纳入国内增值税体系，享受下列优惠：



01货物及设备的税收政策极为丰富，根据不同情况及条件，分别适用保税、退

（免）税、征（补）税、免税等政策。

02向国内销售的货物（未经加工的保税货物除外）及承接委托加工业务，可以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购买企业获得增值税抵扣。

03从国内购买的原料、生产性服务，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

04实现对保税料件纳税或间接对成品纳税。试点企业货物内销时要对所含保税

料件缴税，并补缴数额较小的缓税利息。如果料件的货值合计远低于成品货值，

或者两者货值差距不大，但料件税率远低于成品税率，货物按照料件内销划算。

若使用成品内销更加划算，则试点企业可以先将保税货物以加工贸易方式流转至

区内非试点企业后，再以一般贸易方式将成品纳税进口，间接实现对成品征税。

05国内非保税货物由企业自行管理，入出区时无须报关，物流更为便捷。

此外，部分试点企业将政策灵活运用，通过叠加保税检测、保税展示等业务类型，

提升了开拓国际和国内市场能力。例如，区内某国际艺术品公司，既以保税方式

进口国外画作，又以非保税方式进口国内画作，中西方文化艺术品分别以非保税、

保税的形式同台展示，丰富了艺术品来源，降低了展会成本。

不利因素



试点后，因涉及企业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进销项税及抵扣、退（免）税、设备补

税等新增作业，还要对财务流程、采购及定价模式、上下游供应链体系、国内合

作企业运作模式等予以调整，试点企业需要对整体成本及收益统筹核算。试点后

对税负成本主要影响如下：

01加缴纳税种。试点企业需要承担增加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税种。

02每年对监管年限内进口设备免征的税款按照内销比例缴税。试点企业每年要

对监管年限内的进口设备暂免征收的税款，按照当年内销占内外销合计的比重补

征，直至设备的监管年限届满。

03试点企业采购国内货物，需要缴纳增值税、消费税。

04出口货物离境退税。出口货物由入综保区即可退税改为实际离境退税，退税

时间相对延后。

试点企业税收政策

为便于理解，除极少地方不同外，建议读者可以将试点企业视为综保区外的加工

贸易企业。



设备免税及补税情况

试点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包括机器设备、基建物资和办公用品），暂免征收进口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试点企业应在试点开始后的次年 3月底前，将在海关监管年限内的上一年度进口

自用设备暂免征收的税款，按照产品的内销比例补缴（外销比例部分免于缴纳），

计算公式如下：

年度进口自用设备补征税额=（设备原进口时的完税价格×税率×上年度设备在区

内月份数/36）×〔内销金额/（内销金额+外销金额）×100%〕

其中，计算月份数时，设备在区内时间不足 1个月但超过 15 日的，按 1个月计

算；不超过 15日的，不予计算。

内销金额是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增值税应税销售收入。

外销金额是离境出口，以及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试点区域、保税区除外）或海

关保税监管场所（不具备退税功能的保税监管场所除外）销售，以及向试点区域

内非试点企业销售货物的总金额。



保税情况

01从境外购买的货物

企业根据贸易实际，按照“进料对口”（监管方式代码 0615，下同）、“来料加工”

（0214）等监管方式申报。

试点企业也可以使用“一般贸易”（0110）方式申报入境的货物，缴纳税款后成为

非保税货物。

02购买或销售某种状态的保税货物

试点企业从区域内非试点企业及保税场所购买的保税货物，或者从其他试点企业

购买的未经加工的保税货物，或者向特殊区域或保税场所销售的未经加工的保税

货物，按照“进料对口”“来料加工”“料件进出区”（5000）等监管方式申报。

内销征税情况



试点企业向境内区外，或者向保税区及不具备退税功能的保税场所，或者其他试

点企业销售的货物（未经加工的保税货物除外），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

税、消费税。

上述货物中若含有保税货物，按照保税货物进入综保区时状态（即料件状态）向

海关申缴进口税收，并按照规定补缴缓税利息，企业需在报关单备注栏注明“活

期”字样，笔者建议在备注栏增加“一纳成品××（货名）”字样，以方便查验。缓

税利息计算公式如下：

应征缓税利息=应征税额×计息期限（天）×缓税利息率／360

保税货物按照内销转换为非保税货物后、是否留在综保区内，存在两种作业模式：

01出区的保税货物

在金关二期区域系统申报核注清单，监管方式为“进料料件内销”（0644）；再申

报报关单、核放单后，货物即可出区进入国内。

企业也可以使用分送集报方式出区，依次申报业务类型为“一纳企业进出区”的申

报表、出入库单后，再申报核放单；货物过卡后，再汇总申报核注清单（类型为

“一纳成品内销”）及报关单。

02暂不出区的保税货物



在金关二期区域系统申报业务类型为“区港联动”的核注清单，再申报报关单，监

管方式同上，完成纳税等通关手续后即可转为非保税货物。后续如果出区，按照

非保税货物管理要求办理出区手续。

出口免税情况

试点企业未经加工的保税货物离境出口，实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试点企

业申报监管方式“进料料件复出”（0664）、“来料料件复出”（0265）出境。

退（免）税情况

试点企业销售的货物（包含加工过的保税货物），如果离境出口，或者向非保税

区的特殊区域或具备退税功能的保税场所销售，或者向特殊区域内非试点企业销

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企业按照“一般贸易”或“进料对口”等方式申报。

试点企业将本企业的非保税货物转为保税货物的，申报监管方式为“一般贸易”

的报关单等进行转换。

区外加工贸易企业销售给试点企业的加工贸易货物，适用现行的出口退（免）税

政策。区外企业以“进料对口”“来料加工”等监管方式申报报关单，区内企业以“料

件进出区”申报保税核注清单。



其他情况

区外企业销售给试点企业的其他货物（包括水、蒸汽、电力、燃气），不再适用

出口退税政策，按照规定缴纳增值税、消费税。

除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试点企业适用区外关税、增值

税、消费税的法律、法规等现行规定。

因各地税务部门会根据当地情况对试点企业使用的监管方式提出不同要求，故本

文提到的监管方式仅供参考，建议试点企业根据货物及对方企业性质、销购流向

等提前咨询税务部门可以适用的税收政策及监管方式。

如何开展试点

01综合保税区进行试点备案

综合保税区所在地的省级税务、财政、海关部门，将该区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需

求、市（地）级政府牵头建立的多方协同推进试点工作机制、税务及海关的联合

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税务部门驻区机构及人员情况等向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

海关总署备案。

02企业申请成为“一纳试点”企业



区内企业先向综保区税务机关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及申请试点，再凭

税务部门同意开展试点材料向海关申请。海关要求如下：企业信用等级为一般信

用企业及以上；根据会计法及海关要求，设置能够如实记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账簿、报表、单证；企业对保税货物与非保税货物实施分开管理。此外，海关有

时会下厂验核厂库是否具备保税与非保税货物分开管理条件。

03试点企业开设专用电子账册

企业对暂免进口税收的自用设备，在金关二期区域系统开设 TD设备账册；对保

税货物，在金关二期区域系统开设“账册用途”为“一般纳税人”的 H 账册。

04试点企业自行管理非保税货物

企业自行管理非保税货物，不采用报关单、备案清单方式进出区，并如实记录非

保税货物进出转存情况，留存三年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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