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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生产企业消费税税收风险分析及
应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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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品油产业链是税收监管的重点领域，也是税

收监管的难点所在。一些成品油生产、经销和使用企业通

过“过票、洗票、配票、变票”的手段，逃避税务监管。

本文针对成品油生产企业，从成品油消费税的风险成因分

析，指出风险特点和监管难点。最后提出对成品油生产企

业风险监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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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品油生产企业特点

成品油消费税是对成品油生产企业在生产销售汽油、

柴油、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滑油、燃料油等

七种成品油时缴纳的消费税。但是根据成品油生产企业

特点，对成品油生产企业消费税税收监管存在难点。

（一）生产工艺复杂

石油炼制生产工艺复杂，生产链长，原材料、产成品

多样，企业生产装置也是比较复杂，比如说一次加工的预

处理装置。二次加工的催化装置、气分装置、MTBE装置、

重整装延迟焦化装置、加氢精制、汽油加氢装置、加氢裂

化装置、烷基化装置等，需要具有专业知识才能做出具体

判断。仅通过分析报表数据难以准确确定风险点，更难以

量化，受诸多因素影响。

（二）社会关注度高

成品油生产企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安置劳动力就

业、促进居民增收、财力保障等方面作用巨大，社会和政

府的关注度高。在这么高的社会关注度下，容易出现“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困境。

（三）变票问题多

成品油生产企业在国民经济分类中属于制造业，其涉

及的生产环节多、工艺流程复杂，该行业纳税人利用变名

购进、变名销售、向第三方开票等手段少缴消费税具有普

遍性并且检查核实复杂烦琐困难，带来极高的管理风险。

并且生产企业多为投资金额大、社会影响度高的地区重点

税源企业，日常监管难度较大。

经检索“裁判文书网”等，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共

发现96起成品油行业变票案件[1]。这数据只是成品油行业变

票行为的冰山一角，如果加上未公开的涉税犯罪案件以及未

结案的案件，可以想象到成品油行业变票行为较为严峻。

二、成品油消费税风险成因

（一）应税品目风险成因

1.税务部门缺少检测手段

成品油是我国15个消费税税目中的一种，设计初衷是

抑制消费总量，促进节能减排。现有政策中对成品油消费

税应税产品和应税范围的概括是以正列举的方式规范的，

只要不在注释范围内，就不属于消费税应税产品。同时注

释中又对应税产品参数进行了注释如汽油的辛烷值、柴油

的倾点或凝点，税务部门缺少足够的检测手段，需要依靠

质检部门的技术手段，这成了制约成品油行业日常监管的

一大难题。

表1 应税产品税额

油品名称 计量单位（1吨） 单位税额

汽油 1388 升 2109. 76 元

石脑油 1385 升 2105. 2 元

溶剂油 1282 升 1948. 64 元

润滑油 1126 升 1711.52 元

柴油 1176 升 1411. 2 元

燃料油 1015 升 1218 元

航空煤油 1246 升 1495. 2 元

表2 应税产品“变名”后的产品之间税额差

原油品 变名后 消费税差额

汽油 柴油 698. 56

汽油 燃料油 891.76

石脑油 燃料油 887.2

柴油 燃料油 193.2

汽油 芳烃 2109. 76

柴油 芳烃 1411.2

燃料油 沥青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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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名”销售后利益巨大

经济类犯罪的动因往往是牟取利益，石化行业的消费

税违法犯罪也不例外，但其特殊性在于，涉案企业为了牟

利从事违法活动。表1是每升应税成品油的单位税额，表2

是油品变名会产生消费税税额差。

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来，如果企业生产的是汽

油，如果变名成柴油销售的情况下，每吨油品可以少缴纳

698.56元的消费税。如果企业生产油品达到万吨的话，企

业偷逃缴纳的消费税会达到约700万元。在巨大的利益面

前，很多企业选择铤而走险，选择了通过变更产品名称的

方式逃避缴纳消费税。

（二）成品企业恶意抵扣风险成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以外购或委托加工

汽柴油连续生产汽柴油允许抵扣消费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4〕15号）文件的规定：“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

回的已税汽油、柴油为原料连续生产汽油、柴油，准予从

汽、柴油消费税应纳税额中扣除原料已纳的消费税税款。”

这个文件说明如果企业用已税汽油、柴油连续生产汽油、

柴油，在取得相关完税凭证的基础上，可以扣除原料中已

经缴纳的消费税税款。在部门不法生产企业那里，就会出

现通过取得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来抵减应税汽油、柴油等

的消费税，以达到少缴纳的消费税的目的。

三、成品油消费税风险分析

（一）生产销售环节风险分析

1.通过变换产品名称，少缴消费税

通过改变产品名称，将消费税应税产品变为非应税产

品，如将汽油变为甲基叔丁基醚（MTBE）、将燃料油变

为沥青等；将高税率应税产品变为低税率应税产品对外销

售，如将汽油变为柴油，柴油变为燃料油等；应税产品变

为免征、 缓征消费税产品对外销售，如将柴油变名为缓征

消费税的航空煤油。

2.通过不计收入，少缴纳消费税

一是油品的生产过程中，会有中间油品的产生。企业

往往通过账外经营，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这些中间

油品。二是企业人为调整（降低）综合产品收率（成品油

收率=当期应税消费品产出量÷生产当期应税消费品所有

原料投入数量×100%），通过人为降低其应税成品油的产

出率，将多产出的应税油品进行账外经营方式销售，以达

到偷逃缴纳消费税的目的。

比如沥青的生产环节，根据生产工艺中间会有油品的

产生，但是一些企业通过账外经营方式销售中间产品但是

没有缴纳相对应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二）退、免税环节风险分析

根据《石脑油、燃料油退（免）消费税管理操作规程

（试行）》的通知，“企业将外购的含税石脑油、燃料油用

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且生产的乙烯、芳烃类化

工产品产量占本企业用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全部产品总量

的50%以上的，按实际耗用量计算退还所含消费税。”

部分企业存在不符合条件（比如说企业生产乙烯、芳

烃类化工产品产量没有达到占本企业用石脑油、燃料油生

产全部产品总量的50%以上，但是却通过隐匿销售其他产

品使产量达到50%以上）退税的情况。另外也存在外购石

脑油、燃料油未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而是将外

购石脑油燃料油按乙烯、芳烃类产品直接销售。

（三）税务部门风险分析

1.错误标识为成品油生产企业

有的企业并不是生产企业，或者没有生产能力，但是

却被错误标识为成品油生产企业，违规给下游企业违规开

具应税成品油发票。

2.标识为成品油生产企业，但未做消费税税种登记

虽然是成品油生产企业，也具备生产能力，但是在税

种登记上没有做消费税税种登记，给税收监管带来风险。

四、成品油生产企业涉税风险应对

成品油生产企业因该行业的获利点有别于其他行业，

以汽油柴油为例，每吨近2000元的消费税，具有一定规模

的成品油生产企业其生产销售应税油品以万吨计，每万吨

若能少缴纳消费税则可带来近2000万的利益。结合该行业

特点，建议从生产企业资质、生产销售商品应税属性结合

案头分析综合进行检查。

（一）判断是否是成品油生产企业

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成品油生产企业可以从生产资

质、生产设备、人员询问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1.生产企业资质

对成品油生产企业从立项到投产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审

批，一般应注意企业的立项审批、安监审批、土地审批、

环评等审批手续是否齐备，通过审批手续综合研判可以客

观地了解和掌握企业的真实生产能力和产出产品情况。一

般企业会以设备更新换代、技术升级等理由解释，但因成

品油行业的特殊性，相关更新换代或升级均需要有审批。

同时该行业的更新升级投入较大，对应资产账簿相关科目

应有体现。

比如立项审批（发改委）决定了企业购进生产装置

的用途，如果立项审批手续为年产20万吨UFCC油浆项目，

而通过对企业申报表、财务报表、税控平台核查发现企业

产量为40万吨，大于立项或产品与立项不符或即产量不符

又品名不符，那么企业就存在涉税风险。

2.生产设备情况

判断企业是具有生产能力，在成品油生产企业相关审

批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应对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核实。

生产装置的核实可以核实企业的鹤位、罐区、生产

区、污水处理区、消防水池等区域或设施；查看企业员工

是否正常进行生产、生产区是否有安全人员值守；查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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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罐区，主要针对罐区铭牌和罐区仓储能力核实，成品油

仓储罐的铭牌标注为石脑油则只能存储石脑油、标注为沥

青则只能存储沥青，铭牌标识与存储品具有一一对应性，

可据此判断其购进的原料或产出产品种类。

通过以往对成品油生产企业进行检查或者核查中发

现，有的企业已经荒芜，生产设备已经老旧，不具备生产

能力，但是却能开具成品油发票，这样企业就存在涉税风

险；或者通过企业的鹤位观察，企业鹤位区管道销售的是

“轻质油”，但是企业开具的“重油”沥青（非应税）的发

票。说明企业存在销售应税油品但是开具非应税油品发票

的嫌疑。

3.企业五员询问

围绕企业经营情况对企业管理层人员、财务部门负责

人、生产部门负责人、采购部门负责人、销售部门负责人

分别进行询问，对成品油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和四个部门的

负责人的分别询问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掌握企业的具体情

况，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整体情况的反馈、财务负责人对票

载业务资金往来情况、生产部门对设备生产产品的介绍、

采购部门对原材料的说明、销售部门对销售情况的介绍，

既可以从不同角度研判企业又可以从不同部门的角度分析

出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成品油生产企业的案头分析与研判

目前的金三系统中有两个模块非常适合对成品油生产

企业进行案头分析，分别是金税三期一户式2.0查询模块

和金税三期一户式全景分析，同时运用数据回放掌握企业

进销信息，将上述模块结合运用可以基本做到对成品油企

业的准确案头分析，实现精准核查。

1.金税三期一户式2.0查询模块

该模块可以对本域内成品油企业的上下游查询，并显

示其购进和销售的不同产品占比，同时对上下游企业如

被列为风险纳税人会有红色提示，便于理清企业风险关

联点，但查询时间是从2020年3月至今，这也就造成了对

2020年3月之前的成品油生产企业经营情况无法掌握，因

此需要结合一户式全景分析。

2.金税三期一户式全景分析

该模块可以查询本域内成品油生产企业的上下游，并

且没有查询期的限制，可以对企业上下游进行追踪，但是

该模块只能显示企业流，不能直观的反应企业进销明细和

上下游企业风险情况，因此需要具有一定的风险局工作经

验，对涉税风险企业有一定掌握，才能通过上下游链条分

析研判成品油生产企业经营情况。

3.运用数据分析

运用数据回放，将企业进销情况进行比对，对同比、

环比产销异常的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识别。举例说明，表

3是某成品油生产企业生产油品种类和同比情况。

表3 某石化公司生产油品同比分析

根据常识，石油炼化企业在设备无更新换代的情况

下，产出品目基本固定，投入产出比率波动不大。所以，

该公司2021年销售的汽油和燃料油产出占原油加工量比率

出现明显波动，同时航空煤油产量大幅下降，应进一步核

实因航空煤油产出比率下降差额部分产品流向，核实其是

否属于应税油品而用化工品名销售。

4.关注生产工艺流程图

实务工作中，可要求企业提供工艺流程图，便于核实

企业进销配比情况。企业工艺流程图对于掌握企业投料和

产出情况极为重要。企业的出率可以人为调整，但工艺流

程不能变更，可以据此研判企业生产销售真实性。造成税

务机关没有统一的标准作为参考。

比如根据企业购进原材料产品罐查看企业购进的原材

料，结合企业工艺流程图判断企业能够生产的应税油品为

石脑油，出率为70%。但是查看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现企业销售的是非应税油品。

最终，希望随着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技术的不断

进步，成品油行业偷逃税空间急剧压缩，达到行业发展将

更加规范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华  税律师事务所 .石化行业税务合规报告(2023)
[R].2023.

[2]王军.以深入开展“学查改”专项工作为契机 扎实
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税务系统落地生根[J].机关党建研
究，2022(06):28-31.

[3]刘霞.消费税实务 政策解析与操作指南[M].立信会
计出版社，2018.

[4]孔晋霞.现行成品油消费税政策问题研究[J].行政事
业资产与财务，2022(22):26-28.

作者简介：

杨洋（1988-），女，辽宁阜新人，硕士，讲师，国家

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大连），研究方向为税务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