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在农业企业做会计 

 

 
 

 

 

 

 

 

 

 

 

 

 

 

 

 

 

 

 

 

 

因为专业、原创和权威，所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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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业会计基础知识 

 

 

 

一、农业企业成本核算的主要特点 

（一）成本核算主体 

农业企业是指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或以其为依托农、工、商综合经营，实

行独立核算和具有法人地位的农业社会经济组织单位。包括国有、集体、私营、

外商投资等各类经济性质的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各类组织

形式的企业。我国农业目前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农户基本没有进

行规范的成本核算，但在已有的农业企业中，有健全的成本核算制度。因此，农

业生产成本核算的主体一般是指农业企业或家庭农场。 

（二）成本计算对象 

  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农业企业在确定成本计算对象时应抓住

重点，一般原则是：农、林、牧、副、渔业的主要产品单独计算成本，次要产品

合并计算成本。根据这一原则，结合经营规模、产品种类、生产特点和成本管理

的要求，科学合理地确定成本计算对象，是成本计算的重要前提。 

  农业企业主要产品为小麦、水稻、大豆、玉米、棉花、糖料、烟叶、牛奶、

羊毛、肉类（分猪、牛、羊、禽肉）、禽蛋、蚕茧、林产品（原木、水果、茶叶

等）、水产品（鱼、虾、藻类等）。 

  农业企业的畜牧业生产应核算饲养成本和产品成本，畜禽的饲养成本和产品

成本，原则上要分群核算，条件不具备的可按畜禽类别混群核算。 

  农业企业的水产养殖生产，应核算苗种培育和成品饲养成本。鱼、虾混养和

贝、藻混养可以分品种核算成本，也可合并计算一个混合成本，再按各个品种的

售价比例，计算各个产品的成本。 

（三）成本计算期 

  农业企业应当正确确定成本计算期。一般来说，农业企业对经常有产品产出

的橡胶、乳牛、家禽、工副业等生产按月计算产品的实际成本，对一年只收获一

次或几次产品的粮食、棉花、果、桑、茶等生产应在产品的收获月份计算产品的

实际成本。当成本计算期与生产周期一致时，就没有生产费用在产成品与在产品

之间分摊的问题；当成本计算期是定期的，与生产周期不一致时，就需解决生产

费用在产成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摊问题。农业产品成本和费用，应计算至以下阶

段： 

  （1）粮豆的成本算至入仓入库和场上能够销售为止。从仓囤出库和场上交

售发生的包装费、运杂费作销售费用处理。 

  （2）不入库、入窖的鲜活产品的成本，算至销售为止；入库、人窖的鲜活

产品的成本，算至入库、入窖为止。 

  （3）棉花的成本算至加工皮棉为止。打包上交过程中发生的包装费、运输



费用作销售费用处理。 

  （4）纤维作物、香料作物和水参等农产品的成本，算至加工完成为止（如

水参加工成干参、红参、糖参，香茅草加工成香茅油）。 

  （5）年底尚未脱粒作物的成本，应当包括预提脱粒费用，下年度实际发生

的脱粒费用与预提数的差额，由下年度同一作物负担。 

  （6）林产品的成本，橡胶应当算至加工成干胶片，茶应当算至加工成商品

茶。没有加工设备的，橡胶可算至鲜胶乳，茶可算至鲜叶。 

  （7）水产品中的贝、藻类成本一般应当算至加工成干品为止。 

（四）成本项目 

农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其经济用途和发生地点是不同的。农业

生产各业都有相应的成本项目，如种植业成本项目分为：种子和种苗、肥料、农

药、人力作业费、机械作业费、畜力作业费、田间运输费、灌溉费、其他直接费、

其他生产费、往年费用等。 

核算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成本，应当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成本计算的特点，

正确划分不同行业生产经营的界限，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的界限，本期成本费用

和下期成本费用的界限，以及不同产品的成本计算期，以保证成本计算的准确。 

（五）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在产品计价问题 

  农业企业的各种产品由于生长周期不同，它们的成本计算期也不相同。当成

本计算期与生产周期一致时，就不需要将生产费用在产成品与在产品之间进行分

配；当成本计算期是定期的，与生产周期不一致时，就需要将生产费用在产成品

与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例如，大田作物的产品成本计算期一般与在产品生产周

期一致，即在产品的收获月份计算产品的成本。有的作物生长虽然是跨年度，如

冬小麦，但只要将费用结转下去即可，因此一般无在产品计价问题。而畜禽产品

的成本计算期，一般规定为一年计算一次成本，但对经常有产品产出的单位，也

可以按月或按季计算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畜禽生产在月末或季末一般有在产品

存在，则需要将归集的生产费用在产成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 

 

二、农业企业成本核算的内容 

包括种植业的成本核算与养殖业的成本核算。 

本书主要阐述农业产品的成本核算、林业产品的成本核算、畜牧业产品成本

核算以及渔业产品的成本核算，包括产品成本计算的对象、生产费用的核算和产

品的成本计算。 
 

三、农业企业成本核算会计账户设置 

  （一）“农业生产成本”账户 

  本账户核算企业所属农业生产单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生产费

用。农业生产包括农产品生产、林产品生产、畜（禽）产品生产、水产品生产及

副业生产等。 

  农业生产发生的各项生产费用，应按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项目分别归集。  

属于耗用的农用材料、原材料、工资及福利费等直接费用，直接计入农业生产成

本，借记本账户，贷记“农用材料”、“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应付

职工薪酬--福利费”、“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账户。 

  辅助生产单位提供的劳务，借记本账户，贷记“辅助生产成本”账户。 



  机械作业所发生的费用，可在本账户下设置“机械作业”明细账户进行汇集，

期末分配计入有关受益对象时，借记本账户（××产品），贷记本账户（机械作

业）。 

  多次收获的多年生农作物，未提供产品前累计发生的费用，按规定比例摊人

投产后各年产出产品成本，属于摊入本期产品成本部分，借记本账户（××产品），

贷记本账户（××年种植××作物）。 

  年终尚未完成脱粒作业的产品，预提脱粒等费用时，借记本账户（有关账户），

贷记“预提费用”账户。 

  经济林木等固定资产折旧，直接计入产品成本，借记本账户，贷记“累计折

旧”账户。零星果、桑、茶树的更新和小面积种植支出，可计入有关林业生产的

生产费用。 

  畜（禽）产品生产实行混群核算的，畜（禽）本身的价值及其饲养费用，均

在本账户核算，购进畜（禽）时，借记本账户，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实行

分群核算的，本账户只核算各群发生的饲养费用，畜（禽）本身的价值在“幼畜

和育肥畜”账户核算。期末结转各群的饲养费用时，借记“幼畜和育肥畜”账户，

贷记本账户。 

  水产品生产成本，应按产品品种类型、养殖方式和生产过程，实行分水面、

分品种核算。出售苗种和产成品，按实际生产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账户，

贷记本账户；苗种留场分塘继续饲养的，按实际成本，在本账户内进行转账处理，

不通过销售处理。 

  发生的间接费用，先在“制造费用”账户进行汇集，期末再按一定的分配标

准，分配计入有关产品成本，借记本账户，贷记“制造费用”账户。 

  产品产出经验收入库的产成品，期末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农产品”账户，

贷记本账户；不通过入库直接销售的鲜活产品，以及对外销售的副产品，按实际

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账户，贷记本账户；自产留用的种子、饲料、口粮，

以及实行混群核算的幼畜成龄转作固定资产时，视同销售，按实际成本，借记“主

营业务成本”账户，贷记本账户。 

  农业生产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待处

理财产损溢”账户，贷记本账户。报经批准后再作处理。 

  农业企业应当根据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特点，确定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

和成本计算方法。 

  本账户应按成本核算对象设置明细账，并按成本项目设置专栏。 

  本账户期末余额为农业生产各项在产品的成本。 

（二）“辅助生产成本”账户 

本账户核算企业的辅助生产单位在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如制造修理用备件、

供应水、电、风、气和木工、烘干、粉碎、运输和修理等）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

费用。 

  辅助生产发生的各项费用，应按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项目分别汇集：属于原

材料、燃料和动力、工资及福利费等直接费用，直接计入辅助生产成本，借记本

账户，贷记“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库

存现金”、“银行存款”等账户。发生的间接费用，可先在“制造费用”账户进行

汇集，期末再按一定的分配标准，分配计入有关产品和劳务成本，借记本账户，

贷记“制造费用”账户。 

  月末，辅助生产单位为外单位提供产品、劳务，应按实际成本借记“主营业



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支出”账户，贷记本账户。为本企业生产单位和管理部门

等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应按一定的分配标准分配给各受益对象，借记“农业生产

成本”、“工业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施工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

“在建工程”、“销售费用”等账户，贷记本账户。 

  辅助生产单位生产完成并已验收入库的工具、备件、代制品等，按实际成本

借记“原材料”、“周转材料”、“农产品”等账户，贷记本账户。 

  本账户应按辅助生产单位和成本核算对象设置明细账，并按成本项目设置专

栏。 

  本账户期末一般应无余额。 

  （三）“制造费用”账户 

  本账户核算企业所属农业、工业单位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

接费用，包括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修理费、办公费、水电费、机物料消耗、

劳动保护费、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以及在产品盘亏、毁损等。企业管理

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管理费用，应作为期间费用，计入“管

理费用”账户，不在本账户核算。 

  农业企业发生的制造费用，借记本账户，贷记“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

工资”、“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其他应付款”、“累计折旧”、“周转材料”、

“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账户。 

  制造费用应按企业成本核算办法的规定，分配计入有关成本核算对象，借记

“农业生产成本”、“工业生产成本”等账户，贷记本账户。 

  本账户可按不同车间、部门设置明细账并按费用项目设置专栏。 

 

小知识 

 

农业企业成本核算原则 

 

    为了全面反映与监督农业企业的资金耗费与占用情况，企业可根据下列原则

设置会计科目进行成本核算： 

    1.对于规模较小且以种植业为主业的农业企业，可综合设置“农业生产成本”

科目进行成本核算。该科目的借方用于归集各项农业生产费用，贷方登记完工入

库或直接对外销售的农业产品的实际成本，期末余额为各类农业产品的在产品成

本。本科目应按农、林、牧、副、渔各业设置明细账。 

    2.对于规模较大且实行多种经营的农业企业，应分别设置“农业生产成本”、

“林业生产成本”、“畜牧业生产成本”、“渔业生产成本”、“副业生产成本”和“机

械作业成本”等一级科目，以便于详细核算各业的生产成本。 

    3.对于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企业，除了设置“农业生产成本”科目之

外，还应设置“工业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施工成本”、“辅助生产成本”等

一级科目，以便反映各实行独立核算的工业、运输、施工等单位的生产经营成本。 

    4.对于农业生产中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应通过“制造费用”科目进行核算。 

 

四、农业企业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 

各类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尽相同，但其成本核算流程基本相似。农业



企业的成本核算一般必须经过下列程序： 

    1.属于耗用的农用材料、原材料、工资及福利费等直接费用，应直接借记“农

业生产成本”科目，贷记“农用材料”、“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应付职工薪酬

--福利费”、“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 

2.机械作业所发生的费用，可在“农业生产成本”科目下设置“机械作业”

明细账户进行归集，期末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计入各受益对象。 

    3.多年收获的多年生农作物，在未提供产品前累计发生的费用，应按规定的

比例摊入投产后各年产出的产品成本之中。 

4.年终尚未完成脱粒作业的产品，应当预提脱粒费用，计入当年产品成本。  

5.经济林木等固定资产所提取的折旧，应直接计入林产品的成本。零星果桑

茶树的更新和小面积的种植支出，可计入有关林业生产的生产费用。 

    6.畜禽产品实行混群核算的，畜禽本身的价值及其饲养费用，均应计入“农

业生产成本”科目；若实行分群核算，则仅将畜禽的饲养费用计入“农业生产成

本”科目，畜禽本身的价值通过“幼畜和育肥畜”科目进行核算。 

    7.水产品的生产成本，应按产品品种类型、养殖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不同特点，

实行分水面、分品种核算。 

    8.发生的辅助生产费用，应先在“辅助生产”科目中归集，期末再按一定的

标准分配计入有关产品的成本。 

    9.发生的间接费用，应先在“制造费用”科目中进行归集，期末再按一定的

标准分配计入有关产品的成本。 

    10.验收入库的农产品，应借记“农产品”科目，贷记“农业生产成本”科

目；不通过入库直接销售的鲜活产品，以及对外销售的副产品，应借记“主营业

务成本”科目，贷记“农业生产成本”科目；自产留用的种籽、饲料、口粮以及

实行混群核算的幼畜成龄转作固定资产时，应视同销售，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科目，贷记“农业生产成本”科目。 

    11.对于无在产品的农业产品，其生产周期完结时可将其发生的实际成本全

部转作产成品成本。对于有在产品的农业产品，还必须将其发生的实际成本在产 

成品与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试读结束啦。欢迎购买！“投资到大脑的钱可以给您今后带来更多的钱，早投资

早获益，机遇只钟情于有准备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