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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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率÷（1＋扣除

率）。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贷：库存商品——	农产品税金（13%扣除率或17%扣除率）

同时，同步结转不含税库存商品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成本

四、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会计核算

1.农产品销售。

借：应收账款——	××单位

							贷：其他业务收入——	销售原材料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结转销售成本。计算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

税额，计算公式：当期允许抵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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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税 [2012]38号文规定，购进农产

品直接销售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扣除率一律为13%。损耗率

＝损耗数量÷购进数量（损耗率，需按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

备案）。

借：其他业务支出——	销售原材料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原材料——	采购价（含税）

五、进项税额的合理性测试

为减少计算误差，确保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准确无误，

每月末，应当对当月实际抵扣的农产品进项税额进行合理性

测试。基本思路如下：一是将“某产品期末未抵扣的农产品税

金/该产品期末库存金额”与“该产品累计平均已抵扣的农产

品税金/该产品已销售金额”相比较。二是用期末库存量按新

政策规定，计算出应有多少农产品税金未抵扣，并与账面实际

数相比较。三是还要根据“某产品期初留抵奶量+某产品本期

抵扣奶量＝某产品期末留抵奶量”进行检查测试，防止期末出

现“库存商品——	农产品税金【存货分类】【存货档案】”科目有

余额，而与其相对应的存货类明细科目无余额或与其余额不

一致现象；或者出现“库存商品——	农产品税金【存货分类】

【存货档案】”科目产生负数等不合理情况。

六、纳税调整的会计处理

在采用“成本法”和“参照法”时，由于对上一年度已抵扣

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与重新核定的进项税额会形成差

异，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1.核定的进项税额超过实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核定的进项税额超过实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差额）

2.核定的进项税额低于实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核定的进项税额超过实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差额）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本文系2012年黑龙江省会计学会重点科研立项课题“农产品增

值税核定扣除试点下的产品成本核算研究——	基于乳制品加工企业的

实证研究”	﹤黑会学字[2012]4号﹥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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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业务与技术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举行品牌战略发布会

不久前，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下称瑞华）品牌战略发布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京交会”会计论坛举办。

瑞华是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联合成立的民族品牌事务所，是贯彻落实中

央领导同志“以服务国家建设为主题、以诚信建设为主线”的重要指示和国办56号文件精神的具体体现，是积极实践注册

会计师行业做强做大“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具体成果，也是两所自身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瑞华将坚持以“专业报国、

服务社会、成就员工”为己任，创新体制机制，砥砺合伙文化，培育高端人才，提供增值服务，着力实现瑞华的“规模化、多

元化、国际化、信息化、品牌化”融合驱动目标。

瑞华2012年年度业务收入28亿元，拥有9	000多名员工，2	600名注册会计师，23名全国会计领军人才，334名合伙人，

多人担任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机构的专家委员。其战略伙伴包括40多家中央企业、340余家上

市公司以及多家A+H股、A+S股企业。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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