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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成本法，是企业对存货的收入、发出、结存按事先制

定的计划成本计价，对于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额另行设

置“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反映，待期末通过分配发出材料应负

担的成本差异额，将发出存货由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的

方法。运用计划成本法能简化材料核算手续，有利于加强成本

管理，平衡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提高会计信息管理的有效性。

自 2008年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来，企业简单的外延型发
展受到限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在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中，加强存货管理，实行

计划成本核算，又重新被企业管理层所关注。

一、通用差异率公式下核算的发出材料真实成本

企业从对存货的购入、发出核算，到期末分配材料成本差

异时的账务处理，都要涉及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

材料成本差异率=（期初结存材料成本差异+本期入库材
料成本差异）衣（期初结存材料计划成本+本期入库材料计划
成本）伊100%
公式中的“本期入库材料计划成本”一般理解为包含期末

暂估入账材料计划成本。

例：A是一家生产型企业，其对存货采用计划成本法核
算，生产的甲产品耗用原材料为 B，单位消耗量 10公斤/件，
制定的计划成本为 10元/公斤。

当月发生的 B材料收发业务如下：期初结存材料 100 000
公斤，计划成本 1 000 000元，材料成本差异 50 000 元。当月
5日，采购入库材料 50 000公斤，实际成本 480 000元；10日，
采购入库材料 40 000公斤，实际成本 410 000元；20日，采购
入库材料 50 000公斤，实际成本 540 000元；25日，采购入库
材料 80 000公斤，但发票账单未到，月末以计划成本暂估入
账，至下月初收到其发票账单，实际成本 850 000元（不考虑
采购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以下分两种生产经营状况加以

说明。

1援当月共发生领料 200 000公斤，生产甲产品 20 000件。
本例只考虑期末将材料成本差异向耗用 B材料的甲产品进
行分配，则其计算结果如下：

（1）5 日材料入库形成的成本差异：480 000-500 000

=原20 000（元）；
（2）10 日材料入库形成的成本差异：410 000-400 000=

10 000（元）；
（3）20 日材料入库形成的成本差异：540 000-500 000=

40 000（元）；
（4）当月共计入库材料计划成本=500 000+400 000+

500 000+800 000=2 200 000（元）；
（5）材料成本差异率=（50 000-20 000+10 000+40 000）衣

（1 000 000+2 200 000）伊100%=2.5%；
（6）甲产品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2 000 000伊2.5%=

50 000（元）；
（7）甲产品实际材料成本=2 000 000+50 000=2 050 000

（元）；

（8）甲产品单位材料成本=2 050 000衣20 000=102.5（元/
件）。

2援当月共计发出 B材料 300 000公斤，生产甲产品 30 000
件。在期末分配 B材料成本差异时，计算的材料成本差异率
与上述结果是相同的。

（1）甲产品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3 000 000伊2.5%=
75 000（元）；
（2）甲产品实际成本=3 000 000+75 000=3 075 000（元）；
（3）甲产品单位材料成本=3 075 000衣30 000=102.5（元/

件）。

二、暂估入账材料对核算发出材料真实成本的影响

通过上述计算，可以看出当月生产甲产品领用材料的多

少对单位产品耗用材料的实际成本没有什么影响，但实际并

非如此。第一种生产经营状况下，从理论上讲其生产领料并没

有动用期末暂估入账材料，当期要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也不

包括暂估入账材料的成本差异，而在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

却将暂估入账材料考虑在内，致使计算出的材料成本差异率

被摊薄了，这势必影响到发出材料真实成本的计算。如剔除暂

估入账材料的影响，材料成本差异率应为另外一个数据。其具

体计算如下：

材料成本差异率=（50 000-20 000+10 000+40 000）衣

存货计划成本核算方法的应用

张志强 李 伟

渊江苏淮海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所 南京 210029 徐州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江苏徐州 221006冤
【摘要】本文通过材料成本差异率计算，举例分析并结合企业实践调查，对存货计划成本核算方法的应用进行了深入

研究，为企业更好地进行存货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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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000+2 200 000-800 000）伊100%=3.33%
甲产品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2 000 000伊3.33%=66 600

（元）

甲产品的实际材料成本=2 000 000+66 600=2 066 600
（元）

本次所得数据和上面计算的实际成本 2 050 000元之间
有一定的差额。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材料成本差异率计算出的

发出材料成本才是真实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甲产品成本构

成的真实情况。

在第二种生产经营状况下，由于企业当月生产超额用料，

动用了期末暂估入库材料，如果还使用理论差异率公式，最

终计算还原的发出材料实际成本仍是不真实的。由于在计算

材料成本差异率时分母考虑了暂估入库材料，而分子却不存

在与其相配比的材料成本差异，使核算发出材料实际成本是

一个虚拟数据，有违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原则。现在对材料成

本差异率的计算进行修正，如果考虑最后一次入库材料的成

本差异，就可还原发出材料真实成本的原貌。其具体计算过程

如下：

材料成本差异率=（50 000-20 000+10 000+40 000+
50 000）衣（1 000 000+2 200 000）伊100%=4.06%

甲产品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3 000 000伊4.06% =
121 800（元）

甲产品的实际材料成本=3 000 000+121 800=3 121 800
（元）

从理论上讲，这才是甲产品材料耗费的真实成本，与先前

不考虑最后一次入库材料成本差异计算出的甲产品材料成

本相比差异明显。由此可以看出当月甲产品少计材料成本

46 800元（121 800-75 000），虚增了当期利润，人为加重了下
期成本负担。

虽然上述两种改变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公式都有针对

性地提出了期末暂估入账材料影响实际成本核算的解决方

案，但企业要想应对生产经营中不同情况，单纯靠改变材料

成本差异率，是难以化解实际会计核算中的矛盾的，因而有

必要探讨计划成本法的适用性问题。

三、材料成本差异率计算公式存在的缺陷

鉴于以上情况，在材料暂估入账的月份，生产是否耗用到

暂估入库材料，似乎成了影响发出材料实际成本的关键，于是

有人从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的公式上探寻方法。但笔者认为，

期末暂估入库材料的存在只是问题的表象，并非期末成本核

算问题的实质。

第一种，改变材料成本差异率计算公式的分母，即：材料

成本差异率=（月初结存材料成本差异+入库材料成本差异）衣
（月初结存材料计划成本+入库材料计划成本原暂估入账材料
计划成本）伊100%。此种计算方法有一定局限性，很难应对企
业实际发生的生产经营情况，如上例中的第二种生产用料情

况，生产领料已经实际动用了暂估入账材料，而在计算材料成

本差异率时，把暂估入账部分再扣除掉，计算出的产品成本将

不能反映其真实性，违背了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原则。

第二种，改变材料成本差异率计算公式的分子，即：材料

成本差异率=（月初结存材料成本差异+入库材料成本差异+
暂估入库材料成本差异）衣（月初结存材料计划成本+入库材
料计划成本）伊100%。虽然该公式能真实反映发出材料的实际
成本，但又严重违背了会计核算及时性的要求，即当月成本核

算要等到暂估入账材料的账单下期收到时才能结算材料成本

差异，计算发出材料实际成本，所以在进行存货计划成本核算

时，该种方法具有明显的缺陷，可以不考虑。

第三种，无需改变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公式，即：材料

成本差异率=（月初结存材料成本差异+入库材料成本差异）衣
（月初结存材料计划成本+入库材料计划成本）伊100%。笔者认
为该种计算方法仍带有一定片面性，如举例中的第一种生产

用料情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没有动用暂估入账材料，所

用材料中也不包含暂估入账材料的成本差异，那么在计算分

摊材料成本差异时仍把暂估入账材料计算在内，计算出的产

品成本是不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计算期的材料成本差异

为借方差异时，就会出现低估该期发出材料实际成本而高估

下期发出材料实际成本的情况；如果是贷方差异，就会高估当

期发出材料实际成本、低估下期发出材料实际成本。这违背了

会计核算的配比性原则，造成会计信息失真。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第三种计算方法只是单纯从材料成

本差异率公式计算方面进行分析，并没有结合企业实际考虑

该公式的适用性。这两种改变计算公式的方法，选用任一种，

使用不当都会导致成本、利润、税金等一系列计算出现偏差，

反映产品的材料成本信息失真。

四、实施计划成本法的必要条件

经过调查，笔者发现采用计划成本法核算的大多数企业

都能体现出使用该种计价方法对存货管理的重要性。但也有

少数企业使用该种计价方法适得其反，并没有体现出计划成

本法核算的优点，存货成本核算混乱，更有甚者，在现今多变

的市场环境下，计划成本制定多时，已经与实际相差悬殊，仍

没做修订，完全失去实施计划成本法的意义。

通过对成功企业的比较，笔者认为能够有效实施计划成

本法的企业有其共同特点，即实施计划成本法的企业必须具

备如下条件：

1.企业内部存货管理制度健全。企业在制定某存货的计
划成本时，由财务部门会同生产、采购、信息等相关部门协同

作业，根据该类存货历史实际成本、现今市场状况及预测、同

行业成本水平、物价波动程度、宏观经济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

响研究制定，以保持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可比性，分清部门

责任，平衡部门利益，强化成本管理。所以，计划成本一经制

定，相关部门应贯彻执行，在年度内一般不作调整，如需调整，

企业可在年初或年末结合市场状况作出合理修订，使其与实

际情况相符。一般来说，应保证存货收发业务的计划成本资料

的完整和准确。

2.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健全。企业内部建立了健全的会计
核算体系。从仓库保管到财务会计，从仓库存货台账到财务存

货的各种明细账及总分类账，从存货收发业务单据的传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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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的通
知》（财会［2009］8号）第四条对安全生产费用的会计处理方
法的规定，将原按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由原在所有者权

益“盈余公积”项下以“专项储备”项目单独列报，变为在资产

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减：库存股”和“盈余公积”之间增设

“专项储备”项目单独列报。当企业按照该通知计提安全生产

费用时，应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专项储备”科目。

非全资子公司计提专项储备会对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

下面笔者举例说明。为简化核算，假设母子公司无利润分配及

往来、存货购进等除长期投资关系以外的关联方交易且子公

司未进行利润分配及计提盈余公积。

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80%的股权，金额为 80万元，采用成
本法核算，2009年全年无持股比例及持股成本变化，子公司

按财会［2009］8号文件计提了 20万元的专项储备，子公司当
年净利润为 100万元，2009年末母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所示（仅详细列示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部分，后同）：

子公司计提安全生产费用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梁世友

渊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重庆 400084冤
【摘要】非全资子公司计提专项储备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资产负债表会出现报表不平的情况，本文举例说明子公

司计提安全生产费用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关键词】子公司 安全生产费用 专项储备 所有者权益

负债总额

实收资本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额

期初
数

300
200
100
200
500
800

期末
数

500
200
100
300
600

1 100资产总额

期初
数

800

期末
数

1 100

资 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院万元

存货的核算，做到业务关系条理清晰，岗位职责分明，往来单

据齐全且有据、合理，会计核算合规、有效，既保持部门或岗位

的独立性，又具有相互制约和勾稽的统一性。

3.企业产品具有成熟的市场，生产经营较平稳。产品市场
条件成熟、生产经营稳定，为企业实施计划成本法提供了良好

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般不存在大批购料

和超量生产，购料和用料存在预期性，每期材料的供应与使用

相差不大，从长期的观点看，企业各期期末是否存在暂估入账

的材料对最终的成本核算并没有什么影响。而对于一家正处

于产品市场开发阶段的企业来说，其管理的重点是市场开发，

而非成本管理，在此阶段，企业的产品生产和材料的市场供应

非常不稳定，存在很大的变数，对市场的了解和预测具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因而此时企业并不具备实施计划成本法的必要

条件。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核算存货的成本时，材料成本差异率

并没有考虑暂估入账材料的影响，由于其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各月计算出来的材料成本差异率较为相近，或者可直接使用

上月材料成本差异率来分配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

异。如果企业生产经营处于不均衡状态，或生产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周期性，或产品处于市场开发阶段，其存货采用计划成

本法核算的适用性值得商榷。在以上的举例中已经阐明了生

产经营不稳定的企业使用该方法对核算存货成本及会计信息

真实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企业利用计划成本法对存货进行核算时，应综

合考虑上述实施计划成本法的三个条件，结合企业的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科学运用，让计划成本法在存货的核算中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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