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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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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www.cfoc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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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政策出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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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一)现行农产品抵扣政策

自开自抵政策

(二 )政策弊端

1、破坏了增值税的征扣税链条机制

2、经常引起所谓“高征低扣”的误解和争论

3、引发了大量的偷骗税案件

偷骗税的手段:

其一，向农业生产者收购农产品时虚开收购发票，多列金额和数量，虚增进项税额以达到偷税

的目的；

其二，虚开收购发票以虚增进项税额，进而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帮助其他纳税人偷

骗税；

其三，向非农业生产者购入农产品时不索取发票，而是自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既使自己多

抵扣税款，也帮助销售方逃避纳税义务。

政策出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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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核定扣除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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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一) 行业范围
1、全国范围：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规定，以购进的农产品为原料生产液体乳及乳制品、酒

及酒精、植物油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2012年7月1日起纳入试点。

2012年7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

除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5号），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补充规定。

2013年8月28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了《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

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财税〔2013〕57号），规定自2013年9月1日起，省级税务部门可商

同级财政部门，结合本省特点，选择部分行业开展核定扣除试点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税务和财政部门制定的关于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扣除标准等内容的文件，需报经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后公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根据各地区试点工作进展情况，不

定期公布部分产品全国统一的扣除标准。

核定扣除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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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2、各省范围：

山东省对从事玉米淀粉加工、购进农产品非转基因大豆为原料采用低温工艺生产大豆蛋白及副产品（大豆

原油、低温豆粕）、以购进农产品玉米为原料生产柠檬酸、对缫丝行业一般纳税人按照“投入产出法”试行农

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自2017年12月1日起，对从事以购进小麦为原料生产磨制面粉等28个产品类型

的纳税人实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

内蒙古自治区对葡萄酒制造和啤酒专用大麦芽、啤酒专用小麦芽暂实行全区统一的扣除标准。

江西省对大米、棉纱、白厂丝和苎麻纱实行全省统一扣除标准。

湖北省对从事麻纱加工以及自产或购进鲜叶和嫩芽（茶青）生产销售毛茶和精制茶，以及购进毛茶生产销

售精制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

河南省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棉纱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试点范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缫丝加工行业推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

安徽省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皮棉、棉纱、精制茶、瓜子的一般纳税人和以购进农产品（蚕茧）为

原料生产销售蚕丝绸的一般纳税人纳入核定扣除试点范围。

……

核定扣除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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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 纳税人范围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三) 发票范围

试点纳税人取得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还是普通发票或农产

品收购发票，不再凭票抵扣进项税额，而是按核定扣除率计算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四) 农产品范围

纳入核定扣除的仅限于列入《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财税字〔1995〕52号）

的初级农业产品

核定扣除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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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进项税额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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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2〕38号印发)第九条规定：试点纳
税人自实施核定扣除之日起将期初库存农产品以及库存半成品、产成品耗用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作转出处理。

(思考：如果有农产品留抵税额，但无库存农产品以及库存半成品、与之相关的产成品，还需要做
进项税额作转出吗？)

进项税额转出公式 1、农产品收购发票以及取得普通发票购进的农产品：
库存农产品转出进项税额=库存农产品账面价值/（1-13%）×13%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专用缴款书购进农产品：
库存农产品转出进项税额=库存农产品账面价值×13%
 2、农产品收购发票购进农产品生产产品：
库存产品应转出进项税额=库存产品账面价值×上一年度年农产品耗用率/ （1-13%）×13%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专用缴款书购进农产品生产产品：
库存产品应转出进项税额=库存产品账面价值×上一年度年农产品耗用率× 13%
上一年度年农产品耗用率=上一年度投入外购农产品金额/上一年度产品生产成本   
3、进项税额转出金额合计=库存农产品应转出进项税额+库存产品应转出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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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需要特别说明的几点：

◇ 如果已经加计扣除2%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产成品应转出进项税额要包括加计扣除

2%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 应注意区分农产品收购发票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转出计算的不同，对同时发生开具收购发票

和取得专用发票购进农产品的要合理划分。

◇库存农产品、产品账面价值是指剔除已抵扣的进项税后的价格。

◇对于纳税人2017年6月30日前购进的库存农产品，原则上应以13%按照上述方法计算进项税

额转出金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自2017

年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注：原13%调整为11%）。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自2018年5月1日

起，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1%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10%。 

进项税额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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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1】 某板材加工厂以原木为原料生产单板，使用农产品收购发票购进农产品。自2018年7
月1日起开始实行核定扣除。2018年6月30日库存原木12万元（其中按13%抵扣的2万元、按11%抵
扣的6万元、按10%抵扣的4 万元），库存单板产品45万元（其中按12%抵扣的5万元），上年度农
产品耗用率85%，单板产品的增值税适用税率16%。

计算过程:
 库存农产品转出进项税额=2 ÷（1-13%）×13%+6 ÷ （1-11%）×11%+4 ÷ （1-10%）

×10%= 1.484868万元
库存产品应转出进项税额=40×85% ÷ （1-13%）×13%＋ 5×85% ÷ （1-12%）×12% 

=5.660005万元
进项税额转出金额合计=库存农产品应转出进项税额+库存产品应转出进项= 1.484868 

+5.660005 = 7.144873万元
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原木        14848.68
       库存商品-单板     5.660005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14487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
〔2018〕32号）三、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
加工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2%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

进项税额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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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库存农产品进项税额转出计算表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公章): 某板材加工厂                                                           单位:吨,元

库存农产品名称 库存数量 库存金额 需转出进项税 转出后库存金额 转出后库存农产品平均单
价

L1 L2 L3 L4=L2+L3 L5=L4/L1
原木 ×××× ×××× 14848.68 ×××× ××××
合计 ˉ ˉ 　 ˉ ˉ

填表人: 填表日期:  2018 年 8月10日

在2018年8月份申报期内填写《库存农产品进项税额转出计算表》

库存商品进项税额转出计算表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公章):某板材加工厂纳税人名称(公章): 某板材加工厂                          单位:吨,元

库存商品名称 库存数量 库存金额 2017年产品生
产成本

2017年投入农产品外
购金额

2017年农产品耗
用率 需转出进项税

L1 L2 L3 L4 L5=L4/L3 L6
单板 ×××× 12 ×××× ×××× 85% 56600.05
合计 ˉ ˉ ˉ ˉ ˉ 　

填表人: 填表日期:  2018 年 8月10日

在2018年8月份申报期内填写《库存商品进项税额转出计算表》

进项税额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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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进项税额转出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税款所属时间：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某板材加工厂                            　 　 金额单位：元至角分
……

项目 栏次 份数 金额 税额
二、进项税额转出额

项目 栏次 税额

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 13=14至23之和 7.144873

其中：免税项目用 14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15 　
            非正常损失 16 　
            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 17 7.144873

……

申报表填列：

纳税人将进项税额转出金额合计104742.88元填写到税款所属期为2018年7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

表二第17栏“按简易征收办法征税货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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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进项税额转出申报表填列：
纳税人将进项税额转出金额合计104742.88元填写到税款所属期为2018年7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主表

第14栏“进项税额转出” 。
增 值 税 纳 税 申 报 表

（一般纳税人适用）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增值税相关规定制定本表。纳税人不论有无销售额，均应按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填写本表，并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

税款所属时间：自税款所属时间：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 填表日期:  2018 年 8月10日 金额单位：元至角分

纳税人识别号 　 　 　 　 　 　 　 　 　 　 　 　 　 　 　 　 　 　 　 　 所属行业：

纳税人名称 （公章）某板材加工厂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开户银行及账号 　 登记注册类型 　 电话号码 　

项     目 栏次
一般项目 即征即退项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 本月数 本年累计

……

税款
计算

销项税额 11 　 　 　 　

进项税额 12 　 　 　 　

上期留抵税额 13 　 　 　 ——

进项税额转出 14 104742.88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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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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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2〕38号印发)第四条规定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

定方法：

(一)试点纳税人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可按照以下方法核定：

1、投入产出法

参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行业公认标准和行业平均耗用值）确定销售单位数量货物耗用外购农产品的数量

（即“农产品单耗数量”） 。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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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当期销售货物数量（不含采购除农产品以外的半成品生产的货物数量）×农产品单耗数量

　　平均购买单价是指购买农产品期末平均买价，不包括买价之外单独支付的运费和入库前的整理费用。期末平均

买价计算公式：

　　期末平均买价＝（期初库存农产品数量×期初平均买价＋当期购进农产品数量×当期买价）/（期初库存农产品

数量＋当期购进农产品数量）

注：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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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2】乙棉花加工厂实行农产品核定扣除，公司主要业务是以外购籽棉生产销售皮棉。2018年1月份期初

库存籽棉500吨，平均买价2500元/吨；当月购进籽棉400吨，平均买价2700元/吨。销售皮棉100吨，主管税务

机关核定的普梳棉纱农产品单耗数量2.85 ，计算当月应抵扣进项税额。

分析：皮棉适用税率11%，扣除率就是11%。

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37号)：自2017年7月1日起，

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注：原13%调整为11%）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

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自2018年5月1日起，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1%扣除率的，扣除率

调整为10%。 

期末平均买价＝（期初库存农产品数量×期初平均买价＋当期购进农产品数量×当期买价）/（期初库存农

产品数量＋当期购进农产品数量）

=(500×2500+400×2700) /(500+400)=2588.89元/吨

按核定扣除标准计算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销售货物数量×农产品单耗数量×农产品平

均购买单价×扣除率/（1＋扣除率）=100× 2.85 × 2588.89 /(1+11%)×11%= 73118.65元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73118.65

      贷：主营业务成本73118.65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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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核定扣除方法

投入产出法核定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
纳税人名称  乙棉花加工厂 纳税人识别号  ×××××× 税款所属时间 2018年 1 月

序号 产品
名称

耗用
农产
品名
称

核定
的单
耗数
量

（吨）

期初
库存
农产
品数
量

（吨）

期初
平均
买价
（元/
吨）

当期
购进
农产
品数
量

（吨）

当期买价（元/
吨）

平均购买单价
（元/吨）

当期
销售
货物
数量

（吨）

扣除率（%）
当期允许抵
扣农产品进

项税额（元）

L1 L2 L3 L4 L5

L6=
（

L2*L3+L4*L5）
/（L2+L4）

L7 L8
L9=L7*L1*L

6*L8/
（1+L8）

 1  皮棉  籽棉  2.85  500  2500  400  2700  2588.89  100  11%  73118.65
            
            
            
            

合      计  20



务第一教室

核定扣除方法
农产品核定扣除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汇总表）

税款所属时间    2018年1 月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公章)乙棉花加工厂

序号 核定方法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元） 备注

 
1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
生产货物

投入产出法 　73118.65 　

成本法 　 　

2 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 　 　

3 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 　 　

    

合      计 73118.65 　

增值税纳税申报主表及附表2略 21



务第一教室

另外：对以单一农产品原料生产多种货物或者多种农产品原料生产多种货物的，在核算

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和平均购买单价时，应依据合理的方法归集和分配。

参考方法：

一是主产品法

以单一农产品原料同时生产多种货物或多种农产品原料同时生产多种货物时，可以确定

一个主产品，以主产品销售数量和扣除标准计算农产品耗用数量和抵扣的农产品进项税额，

销售副产品不计算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

适用：生产工艺相对简单，容易区分主产品与副产品的情况。

【例3】某缫丝加工厂利用干茧生产主产品白厂丝和副产品下角茧，该加工厂要以主产

品白厂丝的销售数量和扣除标准计算干茧的耗用数量和抵扣的农产品进项税额，销售下角茧

不能计算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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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是产值比重法

以单一农产品原料生产多种货物为例：单一农产品原料生产A、B两种货物，A货物的农

产品单耗数量为H1，B货物的农产品单耗数量为H2; A货物的当期平均售价为J1，B货物的当

期平均售价为J2（如纳税人无当期货物平均售价，可采用同种货物上期平均售价）。

① A、B两种货物的投入产出率C1=1/H1,C2=1/ H2。

② A、B两种货物的可售价值= C1* J1，C2* J2。

③ 比重1= C1* J1/( C1* J1+ C2* J2)

    比重2= C2* J2/( C1* J1+ C2* J2)

④ A货物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A货物销售数量* H1*比重1

    B货物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B货物销售数量* H2*比重2

适用：以农产品为原料生产多种产品中，存在产品重量占比不高、附加值较高的情况。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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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3】某食用植物油加工厂以花生米为原料，生产花生原油和花生粕两种产品。花生原油的农产

品单耗数量为2.532，花生粕的农产品单耗数量为1.733; 花生原油的当期平均售价为9100元/ 吨，花

生粕的当期平均售价为2600元/ 吨。2018年5月花生原油销售50 吨，花生粕销售80吨，花生米平均

收购单价6100元/ 吨。

① 花生原油投入产出率=1 ÷ 2.532=0.395    花生粕投入产出率=1 ÷ 1.733=0.577

② 花生原油的可售价值= 9100×0.395=3594.5元

    花生粕的可售价值= 2600×0.577=1500.2元

③ 花生原油比重= 3594.5 ÷( 3594.5+ 1500.2)=70.56%

    花生粕比重= 1500.2 ÷(3594.5+ 1500.2)=29.44%

④ 花生原油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50× 2.532×70.56%=89.329吨

    花生粕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80× 1.733×29.44%=40.82吨

    合计核定耗用农产品数量130.149吨。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130.149×6100×10% ÷ ( 1 + 10% )= 72173.54元。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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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三是重量比重法

以单一农产品原料生产多种货物为例：投入农产品W吨，产出A产品W1吨，B产品

W2吨，C产品W3吨。则A产品重量比重1＝ W1/(W1+W2+W3)； B产品重量比重2= 

W2/(W1+W2+W3)； C产品重量比重3 =W3/(W1+W2+W3) 。A货物的农产品单耗

数量为H1，B货物的农产品单耗数量为H2，C货物的农产品单耗数量为H3;

A产品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A产品销售数量* H1*比重1

B产品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B产品销售数量* H2*比重2

C产品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C产品销售数量* H3*比重3 

适用：一次性投入农产品原料，生产出两种及更多种产品的情况。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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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4】继续以例3某食用植物油加工厂的相关数据为例。某食用植物油加工厂以花生米

为原料，生产花生原油和花生粕两种产品。花生原油的农产品单耗数量为2.532，花生粕的

农产品单耗数量为1.733; 当期产出花生原油55 吨，当期产出花生粕90吨，花生米平均收

购单价6100元/ 吨。 2018年5月花生原油销售50 吨，花生粕销售80吨。

花生原油重量比重=55 ÷(55+90)=37.93%  花生粕重量比重=90 ÷(55+90)=62.07%

  花生原油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50× 2.532×37.93%=48.019吨

  花生粕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80× 1.733×62.07%=86.05吨

  合计核定耗用农产品数量134.072吨。

  当 期 允 许 抵 扣 农 产 品 增 值 税 进 项 税 额 ＝ 1 3 4 . 0 7 2 × 6 1 0 0 元 × 1 0 %  ÷  ( 1 + 

10% )=74349.02元。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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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四是折合系数法

举例：农产品为原料生产半成品A，添加不同辅料生产出多种产品B1、B2、B3

等。A产品的农产品单耗数量为H。

第一步，将产品B1、B2、B3等按照行业折算率或折算系数折合成产品A；

第二步，A产品的销售数量＝（B1的销售数量*折算率1+ B2的销售数量*折算

率2 +B3的销售数量*折算率3+…）；

第三步，A产品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A产品销售数量* H

适用：有行业折算率或者折算系数，且因主指标差异而变化出若干产品种类的

情况。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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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5】某手套加工厂以皮棉为原料，生产半成品普梳棉纱，计量单位为吨，添加不同辅
料生产出纱手套和胶手套两大类手套产品，手套产品的计量单位为万副。普梳棉纱农产品
单耗数量为1.15，纱手套和胶手套平均棉纱占比分别为0.8和0.9。 2018年5月纱手套和胶
手套的销售数量分别为100万副和200万副，1万副重量1吨，皮棉收购平均单价为13000元
/吨。

 ①将产成品纱手套和胶手套的销售数量折合成半成品普梳棉纱的销售数量：    
    100×0.8+200×0.9=260吨。
②普梳棉纱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260×1.15=299吨。
    当期核定耗用农产品数量299吨。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299×13000×16% ÷ ( 1+ 16% )=536137.93

元。
如果试点纳税人认为上述方法均不符合其实际的，可以根据财税〔2012〕38号规定，在

确保农产品进项税额不重复抵扣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分配计算方法，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确认后执行。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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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2、成本法：依据试点纳税人年度会计核算资料，计算确定耗用农产品的外购金额占生产成本
的比例（以下称农产品耗用率）。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依据当期主营业务成本、农
产品耗用率以及扣除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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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耗用率=上年投入生产的农产品外购金额/上年生产成本
　　农产品外购金额（含税）不包括不构成货物实体的农产品（包括包装物、辅助材料、燃料、低
值易耗品等）和在购进农产品之外单独支付的运费、入库前的整理费用。
　　对以单一农产品原料生产多种货物或者多种农产品原料生产多种货物的，在核算当期主营业务
成本以及核定农产品耗用率时，试点纳税人应依据合理的方法进行归集和分配。
　　农产品耗用率由试点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定。
　　年度终了，主管税务机关应根据试点纳税人本年实际对当年已抵扣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进
行纳税调整，重新核定当年的农产品耗用率，并作为下一年度的农产品耗用率。

注：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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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6】甲棉花加工厂实行成本法农产品核定扣除，公司主要业务是以外购籽棉生产销
售皮棉。2017年农产品耗率80%，2018年5月份结转皮棉主营业务成本500000元，计算
当月应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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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80%×10%÷(1+10%)= 36363.64元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6363.64
      贷：主营业务成本 36363.64

核定扣除方法

纳税人名
称 甲棉花加工厂 纳税人识别号 税款所属时间 2018年5月

序号 产品名称
扣除率（%） 当期主营业务

成本（元） 农产品耗用率（%）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进项税
额（元）

L1 L2 L3 L4=L2*L3*L1/（1+L1）

 1  皮棉  10%  500000  80% 36363.64

合      计  36363.64

成本法核定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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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核定扣除方法
农产品核定扣除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汇总表）

税款所属时间    2018年5月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公章)甲棉花加工厂

核定方法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元） 备注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
生产货物

投入产出法 　 　

成本法 　363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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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36363.64 　

增值税纳税申报主表及附表2略 31



务第一教室

3、参照法：新办的试点纳税人或者试点纳税人新增产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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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

试点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定当期的农产品单耗数量或者农产品耗用率，并据此计

算确定当年允许抵扣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同时对上一年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调整。

核定的进项税额超过实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其差额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核

定的进项税额低于实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其差额部分应按现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将

进项税额做转出处理。

核定扣除方法

32



务第一教室

（二）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
农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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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17年7月1日后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税率调整为11%。自2018年5月1日起，原适用
11%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10%。

【例7】乙纺纱公司实行农产品核定扣除，公司主要业务是以外购皮棉生产普梳棉纱。2018年5月
直接销售外购皮棉95吨(损耗率5%)，外购皮棉平均购买单价(期末平均买价) 13413.33元/吨。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95÷（1－5%）×13413.33×10%/（1＋10%）= 
121939.36元。

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21939.36 
　　贷：其他业务成本　　　　　　　121939.36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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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核定扣除方法

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核定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

纳税人名
称

 乙纺纱公
司 纳税人识别号  税款所属时间 2018年5月

序号 产品
名称

当期销
售农产
品数量
（吨）

损
耗
数
量

农产品
购进数

量

损耗率
（%）

期初库存
农产品数
量（吨）

期初平
均买价
（元/
吨）

当期
购进
农产
品数
量

（吨）

当期买
价（元
/吨）

农产品平均
购买单价
（元/吨）

扣除率
（%）

当期允许
抵扣农产
品进项税
额（元）

L1 L
2 L3 L4=L2

/L3 L5 L6 L7 L8

L9=
（

L5*L6+L7*L
8）/

（L5+L7）

L10

L11=L1/
(1-

L4)*L9*L
10/(1+L1

0)

 1
 皮
棉  95  5  100  5%  ××

 
××  ××  ××  13413.33  10%

121939.3
6

合      计    
34



务第一教室

核定扣除方法
农产品核定扣除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汇总表）

税款所属时间    2018年5月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公章)乙纺纱公司

核定方法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元） 备注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
生产货物

投入产出法 　

成本法 　 　

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 121939.36 　

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 　 　

   

合      计 　 121939.36 　

增值税纳税申报主表及附表2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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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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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
号，以下简称37号文）二（三）规定：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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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发）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扣除率调整为按本条（指37号文）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执行。

37号文： 二（一）除本条第（二）项规定外，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
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从按照简易计
税方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11%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
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
度不变。

自2017年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注：原13%调整为11%）。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自2018年5月1日起，原适用11%扣除率的，

扣除率调整为10%。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2%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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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8】丁机械厂购入原木生产用于本厂产的机械设备(适用税率16%)的包装箱，2018年5

月份耗用原木10立方米，平均购买单价7800元/立方米，计算原木进项税额。

分析：购入原木生产本厂产的机械设备的包装箱，机械设备适用税率16%，农产品维持原扣

除力度不变，应抵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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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2%) =10×7800×12% ÷ （1＋12%）= 8357.14元。

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357.14

　　     贷：生产成本等科目　　　　　　8357.14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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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扣除方法

纳税人名称：丁
机械厂  纳税人

识别号  税款所属时间 2018年 5月

序号 产品名称

耗用
农产
品名
称

当期耗
用农产
品数量
（方）

期初库
存农产
品数量
（吨）

期初
平均
买价
（元
/吨）

当期
购进
农产
品数
量

（吨）

当期买价
（元/吨）

农产品平
均购买单
价（元/

吨）

扣除率
（%）

当期允许
抵扣农产
品进项税
额（元）

L1 L2 L3 L4 L5

L6=
（

L2*L3+L
4*L5）/

（L2+L4）

L7
L8=L1*L
6*L7/(1+

L7)

 1
 设备包装
箱  原木  10 ××  ××  ×× ××  7800 12%  8357.14

合      计    

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核定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

38



务第一教室

核定扣除方法

农产品核定扣除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汇总表）

税款所属时间    2018年5月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公章)丁机械厂

核定方法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元） 备注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
生产货物

投入产出法 　

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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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7.14 　

   

合      计 　 8357.14 　

增值税纳税申报主表及附表2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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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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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非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10%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例10】丁机械厂购入原木生产用于本厂产的应税农机设备(适用税率10%)的包装箱， 

2018年5月份耗用原木10立方米，平均购买单价7800元/立方米，计算原木进项税额。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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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0%)

当期允许抵扣原木增值税进项税额=10×7800×10% ÷ （1＋10%）= 7090.91元。

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7090.91 

　　贷：生产成本等科目　　 7090.91 　　

填表略 

核定扣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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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5

核定扣除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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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试点纳税人购进的农产品价格明显偏高或偏低，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

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

(二)试点纳税人在计算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时，应按照下列顺序确定适用的扣

除标准：

　　1、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定期公布的全国统一的扣除标准。

　　2、省级税务机关商同级财政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报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备案后公布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扣除标准。

　　3、省级税务机关依据试点纳税人申请，按照相关规定的核定程序审定的仅适用

于该试点纳税人的扣除标准。

核定扣除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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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纳税人扣除标准核定程序

　　1、试点纳税人以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扣除标准核定程序：

　　①申请核定。以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试点纳税人应于当年1月15日前或者投产之日起

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扣除标准核定申请并提供有关资料。申请资料的范围和要求由

省级税务机关确定。

　　②审定。主管税务机关应对试点纳税人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并逐级上报给省级税务机关。

　　省级税务机关应由货物和劳务税处牵头，会同政策法规处等相关部门组成扣除标准核定小

组，核定结果应由省级税务机关下达，主管税务机关通过网站、报刊等多种方式及时向社会公

告核定结果。未经公告的扣除标准无效。

　　省级税务机关尚未下达核定结果前，试点纳税人可按上年确定的核定扣除标准计算申报农

产品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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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纳税人扣除标准核定程序

　　2、试点纳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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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

标准的核定采取备案制，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试点纳税人应在申报缴纳税款时向主

管税务机关备案。备案资料的范围和要求由省级税务机关确定。

(四)争议解决

试点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根据有关规定核定的扣除标准有疑义或者生产经营情况发生变化

的，可以自税务机关发布公告或者收到主管税务机关《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重新核定扣除标准申请，并提供说明其生产、经营真实情况的证据，主管

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书面答复。

核定扣除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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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6

存在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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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仍存在通过抬高买价和销量虚增抵扣的可能性

建议：加强日常监管，遏制收购企业虚假抵扣进项行为

（二）实行统一核定扣除标准涵盖面过窄

建议：加强全面测算核定，进一步提高扣除标准的准确性

存在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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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提升财务人职业价值

微信搜索“财务第一教室”

关注我们，提升你的价值

新浪：@财务第一教室

Tel  ：400-600-2148 务第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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