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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收购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利用
———基于浙江的调研

【摘要】近年来，国家为了调节农产品的流通，与农产品收购相关的税收政策密集出台。在农产品收购中如何利用好这

些税收政策，成为相关企业和农民合作社都很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对从农户、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产品流通企业收购

农产品三种方案加以比较，得出从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税负最优的结论。进而对收购企业牵头成立农民合作社的税收负

担加以分析，得出了收购企业牵头成立农民合作社税负较前三种方案更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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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为了调节农产品的流通，与农产品收购相关

的税收政策密集出台。那么，公司从农户、农产品流通企业、农

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三种方案哪种税负最优，本文通过案例

加以分析。

一、公司从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优于从分散的农户收

购农产品

1. 案例分析。
【案例 1】浙江某公司于 2008年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

蚕茧收购，并将收购的蚕茧经过烘干、分拣后销售给缫丝厂生

产白长丝。由于蚕茧的收购季节性很强，公司在收购过程中采

用了自己的一套办法。公司在各乡镇设立蚕茧收购站，各收购

站凭公司提供的《鲜茧收购凭证》向蚕农收购蚕茧。收购完毕

后，公司将收购凭证汇总，以汇总的数据集中开具由税务机关

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凭证。公司凭集中开具的农副产品收购

凭证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2011年 4月 22日，当地主管税务局的稽查人员到公司
检查时，公司如实向他们反映了农副产品收购凭证的使用情

况。税务稽查人员认为：公司收购的蚕茧合计 2 000万元，收
购凭证全部是汇总开具的，而且每张收购凭证都按限额足额

填写，且销货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等项目填写不全，这种做法

不符合税法有关农副产品收购凭证的使用要求。其中，400万
元春茧是由公司下属非独立核算机构收购的，运回当地后，公

司再集中开具由税务机关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凭证，申报抵

扣税款。

2011年 5月 8日，主管税务机关作出决定：该公司 2 000
万元收购金额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应作进项税额转出处

理，对公司未按规定使用农产品收购凭证的行为还要进行罚

款处理。

【案例 2】浙江省常山县国税局对某公司购进半成品、冒

用农民投售农产品的名义虚开收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税务

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依法追缴该公司少缴的增值税65 088.27
元，处以罚款 32 544.14元，并加收相应滞纳金。

据了解，该公司主要生产竹胶板和其他人造板。2009年 3
月至 9月，该公司先后 6次从江西省德兴市胡某处购入用作生
产材料的竹制品竹帘和线帘，货款共计 500 679元。该公司购
进上述货物时均冒用本地农户投售原竹之名，虚开浙江省农业

产品收购专用发票 48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共计 65 088.27
元。针对该公司的涉税违法行为，常山县国税局遂作出上述处

罚决定。

【案例点评】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公司在收购农产

品中如果未按照规定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将会引发税收风

险，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必须谨慎。

2. 浙江省农产品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
为了加强对收购凭证的管理，浙江省制定了具体的农产

品发票管理办法。

根据《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农业产品收购

业务增值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浙国税流［2006］40
号）第十二条的规定，收购企业收购农业产品，应凭下列合法

凭证进行抵扣：淤出售方属于一般纳税人的，凭出售方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于出售方属于农业产品生产单位（包括
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经营者）的，凭出

售方开具的普通发票抵扣；盂出售方是农业生产者个人的，凭
收购企业自行开具的收购发票抵扣；榆出售方是依法不需要
办理税务登记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偶然发生增值税应税行

为，凭出售方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开具的《税务机关代开统一

发票》抵扣。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农产品

增值税抵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浙国税流［2005］49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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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产品收购发票的开具和使用做出如下规定：

（1）农产品收购发票的使用开具范围：从事农业生产的个
人，其自产农产品投售给收购单位的，收购单位可以开具农产

品收购发票。对于从事农产品经营的个人以及农业生产单位

投售给收购单位的农产品，收购单位不得开具农产品收购发

票，应由农产品经营个人和农业生产单位开具普通发票给收

购单位。

（2）农产品收购发票的使用开具要求：淤按照规定的时限
顺序、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在发票联抵扣联、加盖单

位发票专用章。于项目填写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不得涂
改。盂票物相符、票面金额和支付的货款金额相符。榆按投售
人逐笔开具，不得按多个出售人汇总开具。虞出售人的名称真
实，不得以他人名称开具（收购金额在 1000元以下可免填居
民身份证号码）。愚以现金收购支付款项的，收款人应在收购
发票上签名；以现金支票支付款项的，现金支票的收款人必须

与投售方名称相一致。舆农产品收购专用发票只限于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使用，小规模纳税人不得使用农产品收购专用发

票。不得转借、转让、虚开、代开，不得自行扩大使用范围，严禁

倒买倒卖。余农产品收购专用发票仅限于本县市范围内开具，
不得携带收购发票跨地区使用。

（3）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企业收购大宗农产品货款支付
结算方式要求：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企业在收购大宗农产品

时，其货款应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转账结算方式支付。大

宗农产品的范围暂定为珍珠收购企业单户每月投售额在五万

元以上、其他农产品收购企业单户每月投售额在一万元以上。

（4）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开具时必须保存下列资料：淤支
付货款的合法凭据；于农业生产者的身份证复印件（投售金额
在 1 000元以下的除外）；盂珍珠收购企业除上述资料外，还
必须保存下列资料：投售前签订的定向收购协议或合同；农业

生产者在本地或外地承包养殖的水面承包合同。

（5）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企业的财务核算及台账登记要
求：淤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企业必须设置完整账簿，包括总
账、银行日记账、现金日记账、应收应付明细账、库存商品明

细账、商品销售收入明细账、商品销售成本或经营费用明细

账等账本。同时在财务核算中必须完整保存农产品收购过磅

单、农产品出入库单、农产品收购运费单据、收付款结算单

等原始凭证。于农产品收购发票使用企业必须建立并登记统
一的《农产品收购台账》、《农产品购销存台账》。同时，对月累

计收购金额在一万元以上（珍珠企业月累计收购金额在五

万元以上）的供货业户，还应分户登记《大宗农产品供货企业

清册》。

可见，从农户收购农产品、开具收购凭证的手续较为复

杂，税务风险较大，收购成本也较高。

3. 浙江省对于从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的相关税收政
策。《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发展的意

见》（浙政发［2010］48号）明确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申领浙江省农业产品收购专用发票和浙江省货物销

售统一发票，分别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成员或非成员收购

自产农产品及销售自产农产品。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8］81号）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农
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业产品，可按 13%的扣除率计算
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企业从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可以取得销

售发票，用于抵扣进项税额。而且一般来说，农民合作社的供

货量一般较单个农户更大，收购成本较低，规格较为统一，质

量更有保障。

从上述分析可见，企业从农户收购农产品的收购成本、发

票涉税风险都较从农民合作社为大。因此，同样情况下，应优

先从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

二、公司从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优于从一般纳税人流

通企业收购

1. 免税的农产品流通企业不能开具专用发票。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免征增值税货物专用发票管理的通知》

（国税函［2005］780号）的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
称‘一般纳税人’）销售免税货物，一律不得开具专用发票（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免税粮食除外）。如违反规定开具专用发

票的，则对其开具的销售额依照增值税适用税率全额征收增

值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并按照《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

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二）销售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适用免税规定的；（三）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的。

2. 从免税的流通企业取得任何发票，都将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三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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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进项税额=买
价伊扣除率。
《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75号）规定，对于上述的“销售发票”做出具
体解释：“销售发票”是指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农产品依照 3%
征收率按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而自行开具或委托税务

机关代开的普通发票。对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

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批发、零售纳税人享受

免税政策后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

凭证。因此，今后从批发流通企业购进农产品将会无法抵扣

进项税额。

3. 从放弃免税的流通企业与从农民合作社购进抵扣进
项税之比较。假定批发流通企业放弃免税，依旧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从农民合作社取得的销售发票是按含税价的 13%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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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计算抵扣进项税，而从放弃免税的流通企业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则是按含税价除以（1+13%），即按不含税价的 13%计
算抵扣进项税，二者计提进项税的价格正好相差 13%。
【案例 3】浙江某公司于 2008年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

蚕茧收购。假定 2012年收购金额 2 000万元。并将收购的蚕
茧经过烘干、分拣后销售给缫丝厂生产白长丝，销售金额 2 486
万元。

方案一，从农民合作社购入，取得农民合作社开具的普通

发票。

进项税额=2 000伊13%=260（万元）
销项税额=2 486衣（1+13%）伊13%=286（万元）
应纳增值税=286-260=26（万元）
方案二，从农产品流通企业购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项税额=2 000衣（1+13%）伊13%=230.09（万元）
销项税额=2 486衣（1+13%）伊13%=286（万元）
应纳增值税=286-230.09=55.91（万元）
可见，同样是付出 2 000万元的货款，从农民合作社购入

原材料大约可以多抵扣进项税额 29.91万元（260-230.09）。
【案例点评】一般纳税人在购进农产品时，在支付的收购

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应选择向农民合作社购进，尽量不从流通

企业购进。这样就可以多抵扣进项税、少缴纳增值税。而且，从

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一般较从农户收购的发票风险大大降

低，收购成本下降。

三、由需要农产品原材料的公司牵头成立农民合作社的

税收优势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

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

体，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

业合作社章程，履行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成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

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

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

之五。

如：蚕茧专业合作社的社员，除了养殖蚕茧的农户外，从

事养殖技术、饲料加工、购销及加工等经营服务的个人或单位

都可以成为合作社社员。但养殖农户要占到成员总数 80%以
上。当然，龙头企业牵头组建成立，不能按企业翻牌变为合作

社，必须通过资产重组，召开设立大会，依法按程序选举产生

理事会、监事会。因此，该公司可以牵头成立农民合作社。

【案例 4】浙江某公司于 2008年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
蚕茧收购和初加工。假定 2012年收购蚕茧金额 2 000万元，
并将收购的蚕茧经过烘干、分拣后销售给缫丝厂生产白长丝，

销售金额 2 486万元。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

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的规定：《增值税暂行
条例》第十六条所列免税项目的第一项所称的“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是指直接从事植物的种植、收割和动

物的饲养、捕捞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注释所列的自产农业产

品。其中，动物初级产品包括蚕茧，具体指鲜茧和干茧，以及

蚕蛹。

另外，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1号）的规定：对农民专
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视同农业生产者销

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

因此，该农民合作社的产品为干茧，符合初加工农产品的

范围，属于自产农产品免税的范围。2012年该合作社应纳增
值税为零。而且，下游企业缫丝厂还可以按照合作社所开具的

销售发票金额抵扣 13%的进项税。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农产

品初加工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

通知》规定：通过烘干、杀蛹、缫丝、煮剥、拉丝等简单加工处

理，制成的蚕、蛹、生丝、丝棉属于农产品初加工的范围。因此，

成立农民合作社销售蚕茧，企业所得税也是免税的。

【案例点评】公司发起成立合作社，可能大大节约增值税

税收负担。而且，农民合作社还享受企业所得税、印花税、营业

税、个人所得税等诸多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充分加以利用，节

税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

综上所述，企业从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较之从一般纳

税人流通企业收购农产品，税收负担相对较轻；较之从农户收

购农产品，可以减少发票风险，还可以降低收购成本，实现规

模化。因此，一般情况下应优先从农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另

外，如果公司牵头成立农民合作社，还可能使增值税税负降低

到零。由此可见，农民合作社在增值税方面具有很多优势，应

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的优势，利用好这些税收政策。

【注】本文系 2012年度浙江省教育厅课题野农民合作社
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利用研究要要要以浙江省农民合作社为例冶
渊编号院Y201223092冤 和 2012年高等学校访问工程师校企合
作项目 野会计师事务所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审计及会计服务
业务探索与实践冶渊编号院FW2012036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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