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4.11上·79·□

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3］106号）第二十二条规定，购进农产品，
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

买价和 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同时该条规定，购进农产品，按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

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本文简称“试点办法”）抵

扣进项税额的除外。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

法来自2012年发布的财税［2012］38号文，该文件规定，自
2012年7月1日起，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
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文

简称“试点纳税人”，除此之外的纳税人简称“非试点纳税

人”），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其

购进农产品无论是否用于生产上述产品，增值税进项税

额均按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

法》（财税［2012］38号文附件 1）的规定抵扣。非试点纳税
人，其购进农产品仍按现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抵扣农产

品进项税额。

该进项税扣除办法尽管已实施2年，但仍有许多财务
工作者对此有诸多不解与困惑，本文将从试点纳税人和

非试点纳税人扣除政策案例解析、现有扣除方法对比等

几个方面入手，对农产品进项税核定扣除政策进行解析，

以飨读者。

一、试点纳税人农产品进项税核定扣除案例解析

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途不同，进项税的核定扣

除方法也不同。

1. 试点纳税人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进
项税额可按照投入产出法、成本法、参照法核定。

（1）投入产出法。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

额=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
率/（1+扣除率）。
案例1：甲白酒厂，购进玉米加工65度白酒。2014年 5

月该厂销售白酒 9 100吨，平均单价为 7 120元/吨，实现
销售收入 6 479.2万元；销售酒糟 1.1万吨，平均单价 270
元/吨，实现销售收入297万元。期初库存玉米14万吨，平
均购买单价1 300元，本期购入玉米6万吨，平均购买单价
为1 500元。计算该厂2014年 5月销售白酒可以抵扣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投入产出法）。

案例1解读：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试点纳
税人，进项税额可按照投入产出法计算。

财税［2012］38号文中65度玉米稻壳基酒的农产品单
耗数量是2.7吨。
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14×1 300+6×1 500）÷（14+

6）=1 360（元）
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9 100×2.7=24 570（吨）
当期销售白酒允许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24 570×

1 360×17%÷（1+17%）=485.52（万元）（特别提醒：纳税人
销售的货物适用 13%税率，则扣除率为 13%，纳税人销售
的货物适用17%税率，则扣除率为17%）。
酒糟免税，不考虑水、电进项转出，应转出进项税=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进项税额×酒糟销售
额÷（酒精销售额+酒糟销售额）=485.52×297÷（297+
6479.2）=21.28（万元）。
根据相关规定，甲厂购进玉米取得的发票做如下处

理：①从农业生产者或者小规模纳税人免税购进，自行开
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取得的农产品销售发票，按照注

明的买价直接计入成本。②从一般纳税人购进或者进口，
取得的农产品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

款书，按照注明的金额及增值税额一并计入成本科目。

农产品进项税核定扣除政策解析

孙中平（副教授）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青岛 266000）

【摘要】我国于2012年7月1日开始试点的农产品核定扣除办法，但仅在液体乳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等

几个行业试行，不少财务工作者对这种扣除方法具体内容及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有诸多困惑。本文从农产品核定扣除

的案例入手，详尽解读政策选择及运用，并对核定扣除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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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购进玉米的发票不再是进项税额抵扣的凭证，

发票金额也不再参与进项税额的抵扣。

甲白酒厂2014年5月会计处理如下：
5月应抵扣进项税 485.52万元：借：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85.52；贷：原材料——玉米 485.52。
酒糟免税，21.28万元做进项转出：借：原材料——玉米
21.28；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1.28。
购进玉米，根据购进或销售发票：借：原材料——玉

米9 000；贷：银行存款9 000。
（2）成本法。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当期主营业务成本×农产品耗用率×扣除率/（1+扣除率）。
案例2：接案例1，甲白酒厂，购进玉米加工65度白酒。
2014年 5月该厂主营业务成本为 4 000万元，农产品

耗用率为40%，计算该厂2014年5月销售白酒可以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成本法）。

案例2解读：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试点纳
税人，进项税额可按照成本法计算。

可以抵扣进项税=4 000×40%×13%/（1+13%）=184.07
（万元）

5月应抵扣进项税184.07万元，该企业做如下会计处
理：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84.07；贷：
原材料——玉米184.07。
特别提醒:由于这里的农产品耗用率是按照上年指标

计算出来的,因此年末应该根据当年实际,对已抵扣的进
项税额进行调整。

2. 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进项税额按
照以下方法核定扣除：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销售农
产品数量/（1-损耗率）×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13%/（1+
13%）；损耗率=损耗数量/购进数量。
案例3：接案例1，甲白酒厂，除购进玉米加工白酒外，

也直接对外销售玉米。2014年 5月该厂销售玉米 119吨，
平均单价为 1 360元/吨，实现销售收入 19.64万元。玉米
的损耗率为 1.3%。计算 2014年 5月销售玉米可以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

案例 3解读：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当期允
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销售农产品数量/
（1-损耗率）×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13%/（1+13%）=119/
（1-1.3%）×1 360×13%/（1+13%）=1.89（万元）。

5月应抵扣进项税 1.89万元，该企业做如下会计处
理：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89；贷：原
材料——玉米1.89。

3. 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
物实体的（包括包装物、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等），

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照以下方法核定扣除：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耗用农
产品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13%/（1+13%）。

案例 4：接案例 1，甲白酒厂，除购进玉米加工白酒并
直接对外销售玉米外，还将玉米作为辅助材料使用。2014
年 5月该厂用于辅助材料的玉米 36吨，平均购买单价为
1 360元/吨。计算2014年5月用于辅助材料的玉米可以抵
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案例4解读：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
成货物实体的（包括包装物、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

等），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耗用农
产品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13%/（1+13%）=36×
1 360×13%/（1+13%）=0.56（万元）

5月应抵扣进项税 0.56万元，该企业做如下会计处
理：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56；贷：原
材料——玉米0.56。
二、非试点纳税人农产品进项税计算案例解析

1. 非试点纳税人购进免税农产品（从农业生产者或
者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初级农业产品），进项税依然采用

根据农产品购进或销售发票金额的13%抵扣的计算办法。
案例 5：乙食品厂购进小麦加工饼干。2014年 3月该

厂从农业生产者购进小麦 10万斤，开具的收购发票注明
金额11万元。计算当月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案例 5解读：纳税人从农业生产者购进免税农产品，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购进金额×13%=
11×13%=1.43（万元）。
乙食品厂 2014年 3月会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

玉米9.57，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43；贷：
银行存款11。

2. 非试点纳税人购进应税农产品（从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购进的税率为 13%的初级农业产品或税率为 17%
的农业制成品），可抵扣进项税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

税额。

案例 6：丙食品厂购进小麦加工饼干。2014年 6月该
厂从一般纳税人购进小麦 20万斤，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注明金额 20万元，税额 2.6万元。确定当月可以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

案例 6解读：纳税人从一般纳税人购进小麦，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则发票注明的税额就是当月允许抵扣的

进项税额2.6万元。
丙食品厂 2014年 6月会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

玉米 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6；贷：银
行存款22.6。
三、购进农产品进项税扣除现有方法对比

为了让财务工作者更准确地选择使用农产品进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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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方法，笔者从纳税人、购进用途、进项税计算方法及

公式、计算数据来源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列表。

四、农产品进项税抵扣政策完善

1. 农产品购进价格是否含税问题的完善。从前面的
案例解析可见，试点纳税人采用核定扣除计算进项税时，

农产品购进价格视同含增值税的价格，财税［2012］38号
文中投入产出法下，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

额=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

率/（1+扣除率）。而非试点纳税人计算进项税时，购进价
格视同不含增值税的价格，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

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

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
税额计算公式：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关于可抵扣进项
税金额的计算，两个文件的规定是不一致的。

财税［2012］38号文中，试点纳税人无论从农业生产
者还是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都采用核定扣除办法，都

认定购进价格是含增值税的。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

品是免税的，即采购农产品的价格本来就是不含税价格，

没有必要再除以（1+扣除率）还原不含税价。因此，如果按
照财税［2012］38号文中的规定计算，则从农业生产者直
接采购自产农产品的纳税人将少抵扣进项税。

笔者建议，在目前农业亟须国家扶持的情况下，应该给

农产品加工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试点纳税人农产品购

进金额一律视同不含税金额计算进项税，当期允许抵扣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农产品平
均购买单价×扣除率。这样，从农业生产者直接采购自产
农产品的纳税人将不再少抵扣进项税，从一般纳税人购

进农产品的纳税人会多抵扣进项税，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2. 凭会计资料扣除进项税与凭发票扣除进项税问题
的完善。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根据企业会
计资料记录的数据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除办法，这

种办法下取得的数据来自企业，缺乏客观性，税务机关对

数据难以进行有效控制。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我国全面
采用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税额作为进项税予以抵扣

的办法，并强力推行增值税“金税工程”，通过强制一般纳

税人使用税控开票装置，对企业开票信息实施全方位监

控，以减少企业偷税的可能性。“金税工程”推行 20年，对
减少增值税偷税行为，保证国家税收“应收尽收”，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非试点纳税人依然实施根据发票计算进项税的

办法，但是自 2012年开始实施的财税［2012］38号文规定
的农产品进项税计算方法，则基本是根据企业会计核算

资料数据计算进项税，让人感觉好像出现了历史的倒退。

试点纳税人农产品进项税计算中，需要税务机关确

定不同行业农产品的损耗率、农产品单耗数量等数据，还

需要税务机关核实企业使用的农产品平均单价、主营业

务成本、农产品销售数量等数据，无形中大大增加了税务

机关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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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进农产品用途

以购进农产品为
原料生产货物

购进农产品直接
销售

购进农产品用于
生产经营且不构
成货物实体的
（包括包装物、辅
助材料、燃料、低
值易耗品等）

购进免税农产品
（从农业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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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购进的初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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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进应税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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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品或税率
为 17%的农业制
成品），用途无限
制。

农产品进项税计算
方法及公式

投入产出法：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
农产品耗用数量×农产
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
率/（1＋扣除率）

成本法：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
主营业务成本×农产品
耗用率×扣除率/（1＋
扣除率）

参照法：
试点纳税人可参照所
属行业或者生产结构
相近的其他试点纳税
人确定农产品单耗数
量或者农产品耗用率。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
销售农产品数量/（1－
损耗率）×农产品平均
购买单价× 13%/（1＋
13%）
损耗率＝损耗数量/购
进数量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
耗用农产品数量×农产
品平均购买单价 ×
13%/（1+13%）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农产
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
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
买价×13%

可抵扣进项税是增值
税专用发票注明的税
额。

进项税计算
依据来源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会计核
算资料

企业会计核
算资料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会计核
算资料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会计核
算资料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会计核
算资料

增值税普通
发票

增值税专用
发票

企业购进农产品进项税计算方法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