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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多数企业致力于加强企业内部

管理以挖掘发展潜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加强流动资产

的管理与评价已经成为企业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重要内容。

流动资产中存货所占比重较大，一般约为 40%耀 60%，存货管

理水平对财务状况影响极大，因此加强存货的规划与控制是

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对存货管理水平的评价能

够为存货管理提供依据，实务中存货周转率的分析应用十分

广泛。

一、传统的存货周转效率分析存在的不足

实务中，企业通常采用存货周转率指标来评价存货管理

效率。计算公式如下：

存货周转率=

该指标是衡量和评价企业采购、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管理

状况的综合性指标，说明了一定时期内企业存货周转的次数，

可以反映企业存货的变现速度，衡量企业的销售能力及存货

是否过量。在正常情况下，存货周转率越高，说明存货周转速

度越快，企业的销售能力越强，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越高；反

之，存货周转率过低，通常是库存管理不力，销售状况不好。但

是，该指标存在以下不足：淤企业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中的

存货状态分别是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各状态下的各类存

货周转的速度不一致，而该指标对存货周转效率进行统一衡

量，使其评价结果失去了可靠性。于采购、生产和销售是企业

生产经营的核心流程，各种存货形态在各个流程中动态流转，

但综合性的存货周转率指标无法反映各环节的均衡状态。而

且，该指标的分母为平均存货余额，通常以资产负债表日存货

余额和期初存货余额的平均数代替，这是基于存货线性变化

的假设，忽视了存货季节性因素等非线性变化因素，进而使该

指标的计算出现偏差。

基于存货周转率指标存在的诸多缺陷，很多学者提出过

改进建议，其中对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细化存货周转效率指标

的认同度最高。刘桂英等（2007、2009）提出的细化的存货周转

天数指标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然而，其在衡量企业领用材料进

入生产环节的分析时有所欠缺。笔者建议优化该细化的存货

周转天数指标。结合企业采购、生产和销售这些核心经营环

节，企业的存货形态分别为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因此有

必要构建材料周转率、在产品周转率和产成品周转率等指标

以分别衡量企业各环节的资产周转效率。

材料周转率=

在产品周转率=

产成品周转率=

为便于对改进的公式进行计算和分析，笔者采用周转天

数指标来衡量企业存货的周转效率。

材料周转天数=365伊

在产品周转天数=365伊

产成品周转天数=365伊

存货周转天数=

显然，存货周转天数并不等于各种形态的存货周转天数

之和，这主要是因为存货周转率的计算存在不足。该指标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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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效率分析的改进：引入存货周转天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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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传统存货周转率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并针对这些不足结合实例提出了如何优化存货周转率的分

析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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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销售成本作为存货周转额，与该指标的实际意义并

不相符，因为存货的周转并不都形成产品销售成本，况且，产

品销售成本只与销售环节的存货的周转额相对应。存货周转

率作为一个大周转的概念，涵盖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对于

分析企业当期和各期的存货周转状况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存货周转天数的计算公式中：

（1）“生产部门领用材料/销售产品中的材料成本”代表的

是生产部门领用材料进入生产环节与产成品销售环节的对

比，衡量的是企业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均衡状态，且分子分

母都为材料成本，具有可比性。如果该比率大于 1，反映企业

生产部门领用材料比销售产品中的材料多，说明企业可能处

于加紧生产状态；如果该比率小于 1，反映企业生产部门领用

的材料比销售产品中的材料少，说明企业在该会计期间销售

的产品比投入生产的产品多，企业可能在减少该产品的生产

或者该产品十分畅销。

（2）“销售产品中的材料成本/产品销售成本”代表产品的

材料成本与产品销售成本的比例结构，可以比较企业各期该

指标的大小以衡量产品中材料成本的节约情况。

（3）“销售部门验收的产品/产品销售成本”代表企业当期

产成品的销售状况，如果该比率大于 1，反映企业当期销售部

门验收的产品比当期销售的产品多，说明企业当期可能存在

产品滞销状况；如果该比率小于 1，反映企业当期销售部门验

收的产品比当期销售的产品少，说明企业当期产品销售状况

良好。

由此可见，该存货周转天数指标不仅取决于各种形式存

货的周转天数，还取决于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的均衡状况、生

产环节中材料的使用状况以及销售环节的畅销度。因此，该存

货周转天数指标克服了传统存货周转率指标统一衡量各存货

的周转速度问题，而且该指标的衡量可以细化分析至各存货状

态的周转状况以及生产销售各环节的具体状况，从而为企业管

理层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以优化各生产经营环节的管理。但

该细化的存货周转天数指标同样涉及平均存货余额问题，笔

者认为可用更细化的平均存货余额来代替，比如计算某一年

内的平均材料余额，可以将各月末的材料加总后再除以 12。

可见，细化的存货周转天数指标在完成衡量存货的综合

周转速度这一传统使命的基础上使其评价结果更具有实践指

导意义。

二、改进后的存货周转效率分析

1. 前期存货周转效率分析。甲公司前期各种存货平均余

额和各生产销售环节情况如下图所示（单位：万元）：

根据前文的公式计算出材料周转天数、在产品周转天数

和产成品周转天数。

上述周转天数是以年为分析周期，甲公司需分析每月的

存货周转速度，因此，应将 365天替换成 30天。得出：

材料周转天数=30伊 =27.5（天）

在产品周转天数=30伊 =33.75（天）

产成品周转天数=30伊 =27.6（天）

存货周转天数=材料周转天数伊

伊 +在产品周转天数伊

+产成品周转天数

2. 后期存货周转效率分析。甲公司后期各种存货平均余

额和各生产销售环节情况如下图所示（单位：万元）：

材料周转天数=30伊 =24.71（天）

在产品周转天数=30伊 =22.78（天）

产成品周转天数=30伊 =46.5（天）

存货周转天数=材料周转天数伊

伊 +在产品周转天数伊

+产成品周转天数

3. 前后期存货周转效率比较分析。比较甲公司前后期各

存货项目周转效率和生产销售环节的均衡度，其结果如表 1、

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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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底，在总结我国开征增值税经验的基础上，借鉴

国际上增值税的一些通行做法，国务院颁布了《增值税暂行条

例》，实行价外计税、凭发票抵扣税款的新增值税税制。2008

年 11月 10日，国务院公布了修订后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并

于 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目前增值税税收收入占我国税收

收入的 40%左右，已成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税法的研究

也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但是，增值税税法和会计理论与方法

之间存在的矛盾仍不可避免。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征收采用的是扣税法，进项税和销项

税环环相接，增值税在这个链条上不断传递，最后由消费者担

负。但这个传递的过程只是名义增值税的实现过程，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税负转嫁过程，增值税转嫁程度取决于产品的供求

弹性。然而，目前增值税的这种征税技术却影响着增值税的会

计核算。现行会计准则将增值税排除在利润表之外，不承认增

值税的“费用”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且违

背了财务会计的目标。本文试图通过借鉴所得税费用化的会

计处理方法，提出一种增值税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法。

一、增值税会计差异

增值税法的目标是对社会生产中各环节的增值额及时、

连续、公平地征税，而会计的目标是向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有

利于其决策的财务信息。增值税税负核算的依据是现行增值

税法，会计核算的依据是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两者的目标及核

增值税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法

郭昌荣

渊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忻州 034000冤

【摘要】增值税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税种，但现行会计核算方法将增值税排除在利润表之外，这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

违背了财务会计目标。本文在分析增值税会计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增值税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

法，以供实务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增值税费用 增值税会计差异 递延增值税

比较甲公司前期和后期的存货周转效率，前期存货周转

天数 74.4 天比后期的存货周转天数 98.25 天缩短了 23.85

天，总体来说，前期的存货周转速度比后期的快。影响存货周

转天数指标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各存货项目的周转效率、生产

和销售环节的均衡度以及生产过程中材料的节约度等。

三、小结

首先，对于各存货项目的周转效率，虽然前期的存货周转

速度比后期的快，但前期的材料周转天数和在产品周转天数

都比后期的长，分别长 2.79天（27.5-24.71）和 10.97天（33.75-

22.78），只是前期的产成品周转天数比后期的短 18.9天（46.5-

27.6）。由此可以看出，甲公司后期存货周转效率的降低，主要

是由于产成品销售不畅而积压，致使整体存货周转效率下降。

因此，甲公司在生产中不仅应关注生产工艺的改进，还应重视

与市场的对接，避免盲目生产而致使产品积压。

其次，对于生产和销售环节的均衡度，从“生产部门领用

材料/销售产品中的材料成本”这一指标来看，前期和后期都

大于 1，若材料成本不变，则说明甲公司在前期和后期中生产

部门领用的材料比销售部门销售的产品中的材料多，甲企业

可能处于加紧生产状态。从“销售部门验收的产品/产品销售

成本”这一指标来看，前期中该指标小于 1，说明甲公司在该

期间内销售部门验收的产品比当期销售的产品少，可能产品

销售状况良好；但是后期该指标大于 1，说明甲公司在该期间

内销售部门验收的产品比当期销售的产品多，可能存在产品

滞销状况。从生产和销售环节的均衡角度分析，产品滞销是影

响后期存货周转效率低于前期的一大因素。

最后，对于生产过程中产品材料的节约度，从“销售产品

中的材料成本/产品销售成本”这一指标来看，前期的该指标

数值为 0.7，而后期该指标数值上升至 0.8，说明甲公司在后期

生产产品所用的原材料成本比前期的多，可能是由于材料成

本上升，也有可能是机器设备陈旧落后而引起浪费等。因此，

产品中材料成本率的上升也是后期存货周转率下降的原因之

一。若要提高存货周转率，甲公司应努力改善工艺流程，提高

生产效率和效果，减少材料浪费。

总体来说，甲公司后期存货周转速度比前期慢，主要是因

为后期材料成本上升或者浪费增加等引起产品成本上升，而

且产成品销售不畅，造成积压。甲公司管理层应对症下药，为

后期的资产管理指明重点管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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