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全国出口退税平均时间不断缩短，已经由 2018 年的 13 个

工作日压缩至目前的 7 个工作日内。在当前疫情防控期间，出口退税到

底有没有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疫情期间能申报出口退税吗？

在疫情防控期间，公司可以继续申报出口退税。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号）规定，疫情防控期间，

包括四类企业在内的所有出口企业，均可通过无纸化申报方式进行出口

退（免）税申报。因此，疫情防控期间，公司可通过电子税务局、标准

版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出口退税申报平台等网上渠道提交出口退税申

报电子数据后，即可申报出口退税，暂不提供相关纸质资料。税务机关

审核电子数据无误，且不存在涉嫌骗税等疑点的，即可办理出口退税，

并通过网上将办理结果反馈你公司。待疫情结束后，公司应将纸质资料

补报给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予以复核。

出口退税的新政策

国家层面不断优化出口退税政策，为地方出口退税改革提供了强大

动力。实际上，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已经实现了实际出口退税时间更短：

自今年出口退税“全程网上办”上线，北京市平均退税审核时间缩短至



5 个工作日以内，审核效率提高 30%；湖北税务大力推行出口退（免）

税“网上办”“容缺办”等便利化措施，将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压缩

至 3.5 个工作日；上海税务部门通过增设一系列“非接触式”出口退税

服务方式，在原来 9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限上再提速 50%，在 4.5 个工作

日内即可办结出口退（免）税手续。

出口退税的影响

出口退税不仅是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的调控手段。近年来，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2003 年 10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布《关于调整出口退税率的通知》。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出口退税机制进行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出口

退税率。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纺织、钢

铁等行业的适度稳定增长。当然，出口退税政策也需要完善。从企业的

角度来看，一些相关企业的出口利润会下降，尤其是“两高一资”和劳

动密集型行业，容易发生贸易摩擦。因此，这一政策对出口企业的发展

战略有一定的影响，如促进企业产品结构升级，选择低能耗、高技术含

量的产品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