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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0-100-168.2=191.8（万元）。
方案四：A公司为非农业生产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采取“公司垣农户”模式，与 B农户签订委托种植和养殖合同，
向 B农户提供树苗、农药化肥、仔猪、饲料、兽药及疫苗等，B
农户将成熟的苹果与生猪交付 A公司，A 公司直接销售。A
公司提供树苗、农药化肥等价值 150万元，收购苹果价（扣除
提供的树苗、农药化肥等）250万元，上门收购运费 20万元，
支付工资 20万元，销售收入 600万元；提供仔猪、饲料、兽药
及疫苗等价值 900万元，收购生猪价（扣除提供的仔猪、饲料、
兽药及疫苗等）500万元，上门收购运费 20万元，支付工资 20
万元，销售收入 1 600万元。按规定，A公司可以免征企业所
得税，自 2013年 4月 1日后，还可以免征销售生猪的增值税，
因收购苹果树苗不属畜禽饲养，需要按规定缴纳销售苹果的

增值税。A 公司增值税为：600伊17%-250伊13%-20伊7%=68.1
（万元），企业所得税为零，税后收益为：（600+1 600）-（150+
250+20+20+900+500+20+20+68.1）=251.9（万元）。

比较上述方案，方案四中 A公司采取“公司垣农户”模式，
虽需缴纳销售苹果的增值税，但不需缴纳销售生猪的增值税，

收益最高；方案一中，A公司为农业生产者，虽税额为零，但需
要支付场地费和更高的工资，收益稍低于方案四；方案三中，

A公司收购苹果和生猪进行初加工后再销售，可以免征企业

所得税；方案二中，A公司收购后直接销售，不能享受免征企
业所得税的优惠；B农户的收益均相同。

可见，如果综合方案一与方案四的优势，即 A公司既作
为农业生产者，又采取“公司垣农户”模式与 B农户合作，不仅
可免征销售生猪的增值税和全部企业所得税，而且企业规模

可扩大一倍，收益达到 501.9万元。
三、建议

在税收筹划和选择企业模式的过程中，以下四点值得注

意：淤现行税收政策尚未明确规定如何认定为自行生产者，这
给公司带来了筹划机会。公司应尽量使自己符合农业生产者

的条件，以享受减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于现行税收政
策只对“公司垣农户”模式的畜禽养殖免征增值税，企业可在
市场条件及财务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考虑转向畜禽养殖。盂农
户须严格履行合同，面临着很大的养殖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政府需要出台相关的农户小额资

金扶助政策，进一步降低“公司垣农户”模式的综合经营风险。
榆农户可以发展为农户组，更多地代表农户的利益。公司与农
户应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

【注】本文系 2012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野中央税收
收入征管政策执行效果联网审计预警分析研究及审计应用冶
渊课题编号院2012BAH08B01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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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3月开始，H7N9禽流感病毒袭击了我国上海、江苏等地，各地规模性家禽养殖企业在预防疫情蔓延的同时，
也应该进行准确和规范的会计核算。本文就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禽流感病毒来袭时规模性家禽养殖企业如

何进行会计处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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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型禽流感于2013年3月底在上海和安徽两地被率先
发现。禽流感爆发期间各地先后关闭了活禽交易市场，并积极

地采取了预防控制措施。对于一些规模化家禽养殖企业来说，

这期间，除了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外怎样进行正确的会计核

算也是一个必要问题。本文探讨了在禽流感疫情期间，规模化

的家禽养殖企业对于一些经济业务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一、家禽养殖企业采取的防护措施

1. 养殖场实行封闭管理。在流感来袭期间，各大养殖场

加强了饲养管理工作，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并且建立了健全的

符合动物卫生的饲养管理制度，注重环境和卫生，从而切断病

毒的传播途径。

2. 强化消毒、经常性检疫。企业重点做好场和舍出入口的
消毒、场所消毒、用具消毒和动物群的定期消毒，并采购预防

H7N9病毒的疫苗给家禽群注射。
3. 尸体无害化处理。染病的动物尸体不能随意丢弃，要在

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到指定的屠宰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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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防控措施。将疑似传染病的动物进行隔离，派专人
管理；对患病动物停留过的地方和污染的环境、用具等进行严

格消毒。

二、相关防护措施的会计处理探讨

1. 疫情来袭时，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的计提。
《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中第二十一条规定，有确

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

需求变化等原因，使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回收金额或消耗性

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按照可变现

净值或者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产跌

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例1：2013年3月28日，A养鸡场一批种鸡（未进入正常的
生产期）的账面价值为2万元，待出售的肉鸡的账面价值为2.5
万元，但由于H7N9型禽流感疫情的出现，市场价格下跌，预
计种鸡的可变现净值为1万元，肉鸡的可回收金额为1.5万元，
由此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1万元，生产性生物资产减
值准备1万元。
账务处理：借：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10 000；贷：资产

减值损失10 000。借：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10 000；贷：资
产减值损失10 000。

2. 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费用。在流感疫情来袭期间，企业
因采取防护措施所发生的大量费用，如疫苗费、消毒费、检疫

费、防护设施费以及其他费用，是否应该记入生物资产的成

本，准则在这方面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

有些人认为，给生物资产注射预防疫苗所产生的疫苗费

用如果是在消耗性生物资产出售前或者生产性生物资产达到

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应该记入该项生物资产的成本

进行分摊。

但是笔者建议，为了防止家禽类的市场价格在疫情解除

之后出现“暴涨”现象，所以在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应该将发生

的疫苗费用进行归类，分为专门预防该疫情的疫苗费和其他

日常疫苗费：淤在企业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出售前或者生产性
生物资产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专门预防H7N9病
毒的疫苗费用不记入资产的成本，即不进行资本化处理，应该

费用化处理，记入期间费用，但是为了能对专门预防H7N9病
毒的疫苗费用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统计，应该分明细核算，可以

在“管理费用”的科目下增设：H7N9疫苗费。而其他日常疫苗
费用要记入资产的成本。于生物资产在郁闭或达到预定生产
经营目的后发生的疫苗费用应当记入当期损益。

例2：2013年3月25日，全国部分地区开始出现H7N9禽流
感疫情，A养鸡场厂立刻采取了防护措施，对一批种鸡（未进
入正常的生产期）和待出售的肉鸡分别注射了H7N9病毒疫
苗和日常防护病毒疫苗，发生H7N9疫苗费用为2万元和1.5万
元，日常防护病毒疫苗费用为1万元和0.5万元。款项已通过银
行支付完成。

账务处理：借：消耗性生物资产———肉鸡———成本5 000，

生产性生物资产———种鸡———成本10 000，管理费用———
H7N9疫苗费35 000；贷：银行存款50 000。

3. 企业因防控疫情需要对生物资产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第二十六条规

定，在生物资产出售、盘亏或死亡、毁损时，应当将处置收入扣

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余额计入当期损益。由于禽流

感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所以当家禽养殖企业将生产性生物资

产或者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无害化处理时，对企业所造成的

损失应在减去保险公司的赔款之后，记入营业外支出。

例3：2013年4月13日，A养鸡场接到将活禽进行扑杀并无
害化处理的指令，A养鸡场将其种鸡（未进入正常的生产期）
进行了扑杀，运输到定点屠宰场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该批种鸡

账面价值为2万元，已计提折旧1万元，当天已上报该企业入保
的保险公司，获得理赔款0.8万元，款项还未到账。

账务处理：借：待处理财产损益10 000，生产性生物资产
累计折旧10 000；贷：生产性生物资产———种鸡———成本20 000。
借：其他应收款———B保险公司8 000，营业外支出2 000；贷：待
处理财产损益10 000。

4. 政府给予企业补贴的会计处理。为了避免禽类价格在
疫情解除过后出现大幅度地上涨，即“暴跌暴涨”现象，政府方

面对家禽类养殖企业给予了必要的财政补贴。虽然就目前为

止政府还未出台正式的具体相关补助政策，但是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一些地区已实施了相关的补助政策，如上海市明确表

示将不低于市场价格的50%对企业进行补偿。
家禽类养殖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基本上都是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淤当
政府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和损失时，直接记入当期营

业外收入。于当政府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损失和费用时，在取
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以后确认相关费用期间分期摊销

记入当期损益。

例4：A养鸡场2013年3月28日向当地政府申请防H7N9禽
流感病毒的费用补助，政府给予企业已发生的H7N9疫苗费
用的80%进行补助（同日到账）。政府为防止疫情严重，给予企
业4月份活鸡捕杀无害化处理补贴5万元，4月1日收到账款，4
月13日，A养鸡场所处地区疫情严重，政府下令将活禽捕杀，
并进行无害化处理。账务处理如下:

3月28日，A养鸡场收到政府补贴：借：银行存款28 000
（35 000伊80%）；贷：营业外收入28 000。同时确认应收的政府
补贴：借：其他应收款50 000；贷：递延收益 50 000。

4月1日，A养鸡场收到政府补贴款：借：银行存款50 000；
贷：其他应收款50 000。

4月13日，将无害化处理费用的补贴记入当期损益：借：递
延收益50 000；贷：营业外收入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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