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一般纳税人纳税审核与纳税申报代理 

（4）购进农产品的进项税额——凭票抵扣、计算抵扣、核定扣除  

①扣税凭证：专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农

产品。  

② 2019.4.1 后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农产品进项税额的抵扣  

取得的扣税凭证 用途 可抵进项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一般

纳税人开具的 9%专票 

生产或加工 13％税率货物 扣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1％ 

用于生产或提供 9％、6%等税率货

物、服务 
扣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3%专

票 

生产或加工 13％税率货物 买价×（9％+1％） 

用于生产或提供 9％、6%等税率货

物、服务 
买价×9％ 

【注意】从流通环节取得普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③购进烟叶可抵扣进项税额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收购价款＋实际支付的价外补贴+烟叶税）×扣除率（9％或 10％） 

【注意】计算烟叶税时的价外补贴是统一按照 10%计算的； 而计算抵扣进项税额时，价外补贴是按照实际支

付的金额计算的。  

④凭票扣除和计算扣除时如何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  

A.取得时先抵扣 9％；  

B.使用时按照用途确定是否“加计抵扣”1％。  

⑤农产品凭票扣除+计算扣除时如何填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的填

写  

采购渠道 原始凭证 税务处理 申报表填写 

境外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

款书 
可抵扣，符合条件，可加计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8a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

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 
9%专票 可抵扣，符合条件，可加计 认证相符的专票+8a 

普票 不得抵扣，不得加计   

小规模纳税人 

3%专票 可抵扣 9%，符合条件，可加计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

发票+8a 

1%专票 可抵扣 1% 认证相符的专票 

普票 不得抵扣，不得加计   

农业生产者自产自

销农产品 

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

发票 
买价×9%，符合条件，可加计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

发票+8a 

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的填写——凭票扣除+计算扣除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份数 金额 税额 

（一）认证相符的专票 1=2+3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5+6+7+8a+8b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6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8a —— ——   

其他 8b       

 



【例题·单选题】2024 年 4 月 20 日某食品厂支付 10300 元，从某小规模纳税人收购一批农产品（用于生产

13%税率的食品）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则该批农产品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元。  

A.360  

B.1000  

C.0  

D.1339  

答案：B  

解析：从小规模纳税人处取得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生产 13%税率的食品可以按 10%抵扣进项税额，可

以抵扣的进项税额＝10300÷（1＋3%）×10%＝1000（元）。  

 

⑥核定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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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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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用农产

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  

2013 年 9 月 1日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部门可商同级财政部门，结合地区实际，选择

部分行业开展核定扣除试点工作。  

【注意 1】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  

类型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投入产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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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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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法 当期主营业务成本×农产品耗用率×扣除率/（1＋扣除率） 

参照法 新办的试点纳税人或者试点纳税人新增产品的 

【注意 2】核定扣除时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购进时全额计入采购成本，销售时按照核定的税额抵扣进项税额，减少相应的成本。  

【注意 3】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时如何填表  

（1）填写《农产品核定扣除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汇总表）》、《投入产出法核定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计

算表》等；  

（2）将《农产品核定扣除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表（汇总表）》中“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合

计数填入《附列资料（表二）》第 6栏”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的“税额”栏，不填写第 6栏“份数”

和“金额”数据；  

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的填写——核定扣除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份数 金额 税额 

（一）认证相符的专票 1=2+3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2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报抵扣 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5+6+7+8a+8b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6   填写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 8a —— ——  

其他 8b    

 

【例题·单选题】某白酒生产企业 2024 年 3 月购进玉米一批用于生产白酒。当月销售 1000吨白酒，主营业

务成本为 1800万元，农产品耗用率为 80%，玉米平均购买单价为 5000 元/吨。按照成本法计算，当月允许抵

扣的农产品进项税额为（  ）万元。  



A.130.91  

B.154.29  

C.165.66  

D.155.66 

答案：C  

解析：核定扣除时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当月允许抵扣的农产品进项税额＝1800×80%×13%÷（1

＋13%）＝165.66（万元）。 

 

【例题·简答题】A企业为一水果罐头加工厂，2024 年 7 月从某家庭农场购入苹果 10吨，每吨 6000 元，开

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上收购款总计 60000 元，会计处理为：（非常特殊） 

  借：原材料            54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400  

    贷：银行存款           60000  

  等到实际用于生产过程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00  

    贷：生产成本（或原材料）600  

 

【例题·简答题】某食用油加工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4 年 5 月收购菜籽 100吨，每吨收购价 5000

元，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上收购款总计为 500000 元，当月生产菜籽油领用菜籽 20吨，所生产的产品已销

售，该食用油加工企业采用“投入产出法”确定农产品当期的进项税额 13793.10 元，则相关会计处理为：  

（1）收购菜籽，验收入库环节，会计账务处理为：  

  借：原材料——菜籽 500000  

    贷：银行存款    500000  

  注意：采购环节未抵扣进项税额  

（2）销售后会计账务处理（注意不是生产领用环节）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793.10  

    贷：主营业务成本      13793.10  

 

（5）不动产进项税额的抵扣  

①不动产≠固定资产  

不动产：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等。  

②目前不动产在购进时一次性抵扣进项税额  

③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改变用途，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

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按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已抵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  

 ④不动产在建工程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其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进项税额应于当期全部转

出；  

⑤进项税额转回  

纳税人专用于免税、简易计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

许抵扣进项税额的项目，可在改变用途的次月，按相应资产的净值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A.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B.进项税额转回只发生于可持续使用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C.进项税额转回要以原已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为前提；  

d.可在用途改变的次月将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填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8b 栏“其

他”的“税额”栏。 

 

 【2022·简答题】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 年 12 月购入一栋房产，支付价款 2600万元，税额 234万元。



购入当月用于职工食堂和健身中心。2021 年 3 月，用于生产经营，累计折旧 143万元。单位：万元。  

根据上述资料，请回答下列问题：  

问题（1）：投入使用当期，进项税能否抵扣？简述理由并写出相关分录。  

问题（2）：用途变更时，进项税如何处理？计算金额并作出会计处理。  

答案：  

（1）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理由：购入不动产用于集体福利，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2834万元  

  贷：银行存款  2834万元  

（2）2021 年房产转变用途用于生产经营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可在改变用途的次月，按房产的净值计算可以

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动产净值= 2834-143=2691（万元）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2691÷2834×100％＝94.95%  

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234×94.95%=222.183（万元） 

账务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22.183万元  

   贷：固定资产 222.183万元  

 

（6）道路通行费进项税额的抵扣  

财政票据、通行费不征税发票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无需填写 

高速公路通行费；一级、

二级公路通行费 

通行费电子发票（征税 

发票） 

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增值

税额 

填写在附列资料（二）的

“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处 

桥、闸通行费 通行费发票 
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金额

÷（1+5％）×5％ 

填写在附列资料（二）的

“（二）其他扣税凭证”的

“其他”处 

（7）国内旅客运费可抵进项税额（2019.4.1 起） 

类型 进项税额 申报表填写 

支付的国际运费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无需填写 

取得专票 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附列资料（二）的“认证相符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处 

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无需

注明旅客身份信息） 
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附列资料（二）的“（二）其他扣税

凭证”的“其他”处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

电子客票行程单 

（票价+燃油附加费）÷（1+9％）

×9％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 票面金额÷（1+9％）×9％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

路等其他客票的 
票面金额÷（1+3％）×3％  

【注意】 

①国际旅客运费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因为国际运输免税或零税率；  

②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抵扣限于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接受的劳

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③对于旅客运费，除专票和电子发票外，其他票据要想抵扣进项税额，必须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纸质的发票、

定额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④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以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票上注明的税额为进项税额的，增值税电子普票上

注明的购买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应当与实际抵扣税款的纳税人一致，否则不予抵扣；  

 ⑤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抵扣进项税额时，只有“票价+燃油附加费”能够计算抵扣进项税额，机场建设



费等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⑥如何填写纳税申报表  

A.同时填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的第 1 栏“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8b““其

他”、第 10 栏”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  

B.第 12 栏“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计算公式为“12＝1＋4＋11”。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份数 金额 税额 

（一）认证相符的专票 1＝2＋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5＋6＋7＋8a＋8b    

其他 8b——抵扣进项税额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 9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 10——统计    

（五）外贸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证明 11 —— ——  

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12＝1＋4＋11    

 

【2022·多选题】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职工报销差旅费中，下列注明本单位人员信息的旅客运输服务票据，

可以据以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有（  ）。  

A.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B.国内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C.国际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D.长途汽车票  

E.高铁票  

答案：ABDE  

解析：国际旅客运费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例题·单选题】某公司员工张某 2024 年 6 月出差，取得乘坐高铁的车票，上面注明了旅客身份信息，金额

为 625 元，该项业务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是（  ）元。  

A.18.20  

B.29.76  

C.35.38  

D.51.61  

答案：D  

解析：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9%=625÷（1+9%）×9%=51.61（元）。  

 

【例题·单选题】某公司员工王某 2024 年 6 月出差，取得飞机票，上面注明了旅客身份信息，票价 1820 元，

燃油费附加 60 元，机场建设费 50 元，该项业务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是（  ）元。  

A.150.28  

B.154.40  

C.155.23  

D.159.36  

答案：C  

解析：机场建设费等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9%=1880

÷1.09×9%=155.2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