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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新税制对一般纳税人

企业经营议价粮的影响
宋德利

按照改革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规定：销售粮食的销项税率为 13% ，购进免税的农业生

产者销售的粮食，准予抵扣进项税额，按买价和 10% 的

扣除率计算。由于销项税率高于进项税率 30% ，所以

与税改前相比，企业税负相对增加，影响企业营业利

润。一些企业由于在定价等方面没考虑此因素的影

响，致使经营困难，亏损严重。现就税制改革对经营议

价粮产生的影响作些分析，以供参考。
一、税改前购销同价毛利为零，税改后按可比口径

同价出现毛损。
例如：某市内一般纳税人企业，以每吨 2 600 元的

价格，购进大豆 100吨，由于市场变化按原价出售。

1.按税改前计算毛利：

毛利额 =260 000元（销售额）- 260 000元（购进额）= 0

2.将上述按可比口径换算为税改后（价税分离）毛

利：
（1）购进额 =260 000元（含税购进额）-〔260 000元 ×10%

（进项税）〕= 234 000元

（2）

（3）毛利额 = 230 089元 - 234 000元 = - 3 911 元

二、税改前没有毛利额不纳营业税，税改后销售额

低于购进额一定比例后才不纳增值税。
仍以上述每吨 2 600 元价格，购销 100 吨大豆为

例。
1.税改前不纳税毛利额：

（1）营业税 =〔X（销售额）- 260 000元（购进额）〕×10%

（税率）= 0

（2）不纳营业税销售额（X）=260 000元（计算过程略）

（3）不纳营业税毛利额 = 260 000（销售额）元 - 260 000元

（购进额）〕=0

2.税改后不纳增值税的购销额：

（2）不纳税购进额为 260 000元

设：不含税的不纳增值税销售额为 X，

解：X = 200 000元（计算过程略）

（1）进项税额 = 260 000元 ×10% = 26 000元

（2）销项税额 =200 000元 ×13% =26 000元

（3）应纳税额 =26 000元（销项税）- 26 000元（进项税）

=0

（4）不纳增值税毛利额 = 200 000元 - 234 000元

= - 34 000元

上例可以看出：当含税销售额小于含税额进额

13.08% ，即：〔260 000元（含税购进额）- 226 000 元（含

税销售额）〕÷260 000元（含税购进额）×100% ，或不含

税销售额小于或等于不 含税 购 进 额 14.53% ，即：

〔234 000元（不含税购进额）- 200 000元（不含税销售

额）〕÷234 000 元（不含税购进额）×100% ，才不纳增值

税。也就是说本例毛损等于或大于 34 000元时，才不

纳增值税。
三、税改后企业纳税后毛利为零时，税改前企业有

毛利。
仍以上例为例：

1.按改后计算纳税后毛利为零：

毛利 -（销项税 -进项税）×10% =0

设：不含税销售额为 X

则：X - 234 000（不含税购进额）-〔X ×13%（销项税）-

260 000 ×10%（进项税）〕×10%（附加税率：城维税为 7% 、教

育附加为 3% ）= 0

解：X =234 448（计算过程略）

（1）纳税后毛利额为零的销售额 = 234 448元

（2）进项税额 =260 000元 ×10% = 26 000元

（3）销项税额 = 234 448元 ×13% = 30 478元

（4）应纳增值税额 = 30 478元 - 26 000元 = 4 478元

（5）附加税额 = 4 478元 ×10% ≈448元

（6）毛利额 = 234 448元 -234 000元 = 448元

（7）纳税后毛利额 = 448 元（毛利额）- 448元（附加税额）

=0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将上述按可比口径换算为税改前（价税没有分

离）税后毛利：

（1）销售额 = 264 926元

（2）购进额 =260 000 元

（3）毛利额 =264 926 元 - 260 000 元 = 4 926 元

（4）营业税 = 4 926 元 ×10% ≈493元

（5）附加税 = 493 元 ×9% （税改前城维税为 7% ，教育附

加为 2% ）= 44 元

（6）税后毛利 = 4 926元 -493元 -44 元 = 4 389 元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税制改革对一般纳税人企

业经营议价粮确有一定的影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根据国务院决定和批示精神，于 1994 年以财税字（94）

012 号和 060 号文件，对一般纳税人作出了“外购货物

（固定资产除外）所支付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应税货物

而支付的运输费用”，“根据运费结算单（普通发票）所

列运费金额依 10%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准予扣

除”。这一规定对经营议价粮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弥补上述问题的作用。但对众多经营议价粮油的企

业来说，这种影响仍应考虑，以做到合理定价，正常经

营。  责任编辑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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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与

市价孰低”

及其在会计实践中的应 用

岳彦芳

“成本与市价孰低”是会计稳健性原则在存货计价

方法上的具体运用，是对历史成本原则的一种修正，早

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但在我国会计实践中仍属新的

概念。随着我国会计改革与国际会计的逐步接轨，这一

国际惯例将在我国会计实践中得到应用。

一、关于“成本与市价孰低”和“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的提法

“成本与市价孰低”，在国际惯例中一般指存货的

成本低于市价时按成本计价，存货的市价低于成本时

按市价计价，即企业存货的期末价值应分别根据其成

本与市价两者从低加以确定。其中“成本”是指存货的

原始成本即购入存货或生产产品的实际成本。“市价”

一般泛指存货的现行市价或重置成本，即在目前市场

情况下购置或生产相同存货所需花费的成本。由于各

国的市场情况不同，因而该方法在各国会计应用中“市

价”表现为一种可选择价值，这一可选择价值多数情况

表现为市价或可变现净值。在实际应用中，按企业的类

型和存货的特点及性质有不同的规定：（1）商业企业的

商品、制造业的外购原材料和外购零件，市价指其重置

成本。（2）制造业的产品和在产品，市价指这些存货项

目按现行市价计算的原材料、人工和制造费用的再生

产成本。（3）冷背和回收的存货，市价指各该存货项目

的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值在具体应用时又有两种含

义：一种指预期售价减去修整该项目使之可供销售所

发生的一切费用后的净额；另一种则指上项净额再减

去正常利润后的净额。因此“可变现净值”是可选择价

值的一种形式，在本质上“成本与市价孰低”与“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的提法是一致的。

二、“成本与市价孰低”的会计处理方法

按照国际惯例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确定期末

存货价值，企业在会计期末可以按照各项或各类或全

部存货的成本与市价进行比较，以较低的数字确定。存

货成本低于市价时，按成本确定，不形成会计调整；成

本高于市价时，按市价确定，这时应将调减的存货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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