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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损失会计核算探讨

江苏淮海工学院 蔡 阳 马海峰

一、停工损失涵义的界定

停工损失的涵义界定主要有三种观点。夏成才、邵天营

（2001）认为，停工损失是指企业因生产部门停工而在停工期

间所发生的各种资财的耗费，包括停工期间支付生产工人的

工资和计提的职工福利费，耗用的燃料、动力，以及应负担的

制造费用和管理费用等。欧阳清、万寿义（2006）认为，停工损

失是指企业的生产车间在停工期间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罗飞

（2003）认为，停工损失是指企业基本生产车间因停工而发生

的费用。以上三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别从三个层次反

映了停工损失所包含的费用。第一种观点认为停工所造成的

损失应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部门，而应涵盖全厂，所以停工期间

发生的管理费用也应该包含在停工损失之中。第二种观点认

为计入产品生产成本的停工损失只与生产部门相关，所以只

包括生产车间在停工期间发生的费用。第三种观点划定的范

围最小，只包含了基本生产车间停工期间发生的费用，没有考

虑辅助生产车间。

笔者认为，首先从范围来看，停工损失不应局限于基本生

产车间。对于设置了辅助生产车间的企业来说，还应包括辅助

生产车间的停工损失。辅助生产车间的停工损失可单独设置

“停工损失———辅助生产车间”科目进行核算，期末转入“生产

成本———辅助生产成本”科目。其次从内涵来看，停工损失是

由于生产部门停工而导致的各种资财的耗费，应包括在停工

期间发生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但是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是

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和生产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因

停工而导致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耗费虽然从内涵上看属

于停工损失，但是从外延上看不属于停工损失。

二、停工损失的归集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需要单独计算停工损失的企业，可

以在“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科目下设置“停工损失”明

细科目，以汇集和分配基本生产车间因停工而发生的各种费

用，也可以单独设置“停工损失”科目；停工损失包括停工期内

所支付的生产工人工资和提取的职工福利费，耗用的燃料和

动力，以及应负担的制造费用；对于季节性生产企业在停工期

内的费用，应当采用待摊、预提的方法，由开工期内的生产成

本负担。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发生的季节性停工损失，借记“制造

费用”科目，贷记“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银行存款”等科

目，不设置专门的“停工损失”科目对停工期间的资财耗费进

行核算。对季节性停工损失之外的停工损失的归集没有做出

明确的规定。现行会计准则不设置专门的“停工损失”科目对

停工期间的资财耗费进行核算，只将季节性停工损失计入了

制造费用。这对于停工期间耗费金额较大的企业来说，不利于

35万元，支付补充医疗保险费15万元。按照财税［2009］27号文

件的规定，该公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允许税前扣除的补

充养老保险费和补充医疗保险费限额均为25万元（500伊5%）。

补充养老保险超标10万元，补充医疗保险不超标，可以扣除15

万元，因此，该公司2009年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

二、补充医疗保险金、补充养老保险金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住

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1997］144号）规定：“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或地方

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金融机构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

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不计入个人当月的工资、薪

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缴

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应将其超过

部分计入个人当月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发放补充养老保险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

题的批复》（国税函［1999］615号）中也明确规定：“对职工取得

的补充养老保险金应全部计入发放当月个人的工资、薪金收

入，合并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根据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的

规定，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可在税

前扣除，但是单位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必须在税后扣除。

三、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的会计处理

从薪酬的本质出发，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职工薪酬是指企

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

相关支出，也即凡是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所给予或付出

的所有代价（对价），均构成职工薪酬。因此补充养老保险、补

充医疗保险是职工薪酬核算的范畴，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下可设“补充社会保险费”明细科目，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

保险不是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只是以工资总额作为计算依

据，并不是企业的人工费用，不属于生产成本中的直接人工，

所以应该作为期间费用，直接记入“管理费用”科目。职工个人

负担的补充保险费，由企业代扣代缴，从职工工资中代扣时，

借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职工个人保

险费”科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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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停工损失的分析、考核和控制。

企业的停工可分为计划内停工和计划外停工两种。所谓

计划内停工是指按计划规定的停工，如因季节性生产或固定

资产大修理而发生的停工。计划外停工是指由于各种事故或

不可预测的因素而造成的停工，如因原材料短缺、产品滞销、

燃料或动力不足、机器设备故障、自然灾害等而导致的停工。

根据停工损失的内涵，无论是计划内停工还是计划外停工，其

耗费都是由于停工所导致的，因此，可单设“停工损失”科目，

将所有由于停工所导致资财的耗费在该科目进行汇集。为简

化核算，停工时间短于一天的，其耗费可以不计入停工损失。

另外，可以在产品的成本项目中增设“停工损失”项目，反映停

工损失在产品成本中所占的构成比重。停工损失发生时，无论

是计划外停工还是计划内停工，均根据停工单等凭证，按照实

际发生的费用计入停工损失。会计分录为：借：停工损失；贷：

应付职工薪酬，制造费用等。

三、停工损失的分配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停工损失可以采取预提和待摊的

方式将其计入产品成本。在停工前后分别通过预提费用和待

摊费用结转到“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某产品———

停工损失”科目。同时结转“停工损失”科目，该科目期末无

余额。

现行会计准则取消了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同时没有设

置专门的“停工损失”科目对停工期间的资财耗费进行核算。

不设置专门的“停工损失”科目对停工期间的资财耗费进行

核算，这对于停工期间耗费金额较大的企业来说，明显不利

于其对停工损失的控制。现行会计准则虽然取消了待摊费用

和预提费用，但是仍然可以设置“停工损失”科目对其进行

核算。

1. 计划外停工损失的分配。计划外停工导致的停工损失

应根据其发生原因结转“停工损失”科目。由于个人或单位等

过失而造成的停工应该由责任人赔偿，可以将过失人或保险

公司负担的赔偿从停工损失中扣除，记入“其他应收款”科

目。由于自然灾害等企业不可控因素所造成的停工，其耗费

可以从“停工损失”科目转入“营业外支出”科目。由于原材

料短缺、产品滞销、燃料或动力不足、机器设备故障等企业可

控因素所造成的停工，归根结底是企业市场定位不准确、计划

制订不符合实际、设备检测维修不到位等经营管理不善等原

因所引起的，其耗费可以从“停工损失”科目转入“管理费用”

科目。

2. 计划内停工损失的分配。计划内停工主要是指因季节

性生产和固定资产大修理而发生的停工。其停工是为了开工

期间的产品生产而发生的，所以停工损失应该由开工期间的

产品成本来承担。具体做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计划内停工

损失可在期末一次性转入“制造费用”科目。期末“停工损失”

科目无余额。制造费用采用计划分配率法进行分配。这样，一

方面满足了由开工期间的产品承担停工损失的要求，符合收

入与费用配比的原则；另一方面避免了各期间产品成本波动

过大。但是，由于将停工损失计入制造费用中，产品的成本项

目不再设置停工损失项目，因此无法从成本项目上反映停工

损失及其所占的比重。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直接采用第二种

方法，即计划分配率法对停工损失进行分配，同时在成本项目

中增设停工损失项目。计划分配率用年度停工损失预算总额

除以各成本计算对象年度计划总产量求得。1 ~ 12月份均按

照停工损失计划分配率将停工损失分配计入生产成本。现行

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超定额的废品损失属于非正常消耗，不计

入存货成本。由此类推，超定额的停工损失也应列为非正常消

耗的费用，不能计入产品成本。而这种非正常消耗通常都是因

为生产管理效率低下、任务落实不到位等所造成的。因此 12

月末将实际发生的季节性停工损失和按计划分配率分配的停

工损失之间的差额计入管理费用。期末，根据计划内停工损失

发生的实际情况相应调整下年度的停工损失预算总额。

3. 举例。某企业为季节性生产企业，每年 2月停工一

月。企业有一个基本生产车间，生产甲、乙两种产品，甲产品

定额工时为 5小时、乙产品定额工时为 4小时。预计 20伊0年

生产甲产品 1 000件，生产乙产品 1 500件。预算全年停工损

失总额为 22 000元。全年实际发生停工损失总额为 39 000

元，其中季节性停工损失为 30 000 元，5 月由于原材料短

缺停工三天，停工损失为 9 000元。20伊0年 1 ~ 11月份生产

甲产品发生的实际工时为 4 800小时，按计划分配率分配到

甲产品的停工损失为 9 600元；生产乙产品发生的实际工时为

6 000小时，按计划分配率分配到乙产品的停工损失为 12 000

元。20伊0年 12月份生产甲产品实际工时为 450小时，生产乙

产品实际工时为 550 小时。设置“停工损失”科目对企业发

生的停工损失进行核算，同时使用计划分配率法分配停工

损失。

停工损失计划分配率=22 000衣（1 000伊5+1 500伊4）=2，

12月份甲产品承担的停工损失=2伊450=900（元），12月份乙

产品承担的停工损失=2伊550=1 100（元）。

1 ~ 12月份按计划分配率分配到生产成本的停工损失=

9 600+12 000+900+1 100=23 600（元），差异额=30 000-23 600=

6 400（元）。

每月按照当月产品的实际生产工时和计划分配率相乘

得到的停工损失计入产品生产成本，以 12月为例，会计分录

为：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停工损

失 900，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乙产品———停工损

失 1 100；贷：停工损失 2 000。

发生的计划外停工损失，应在发生当月月底根据其发生

原因从“停工损失”科目转入相关科目。该企业 5 月由于原

材料短缺停工，会计分录为：借：管理费用 9 000；贷：停工损

失 9 000。

12月末，实际发生季节性停工损失超过预算额的差异额

为 6 400元。这属于超定额的停工损失，是由于管理原因所造

成的，不能计入产品成本，应列为非正常消耗的费用。会计分

录为：借：管理费用 6 400；贷：停工损失 6 400。

如果计算的差异额为负，说明实际发生的季节性停工损

失少于预算的停工损失，则应冲减管理费用。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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