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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时制物流是一种建立在准时制管理理念基础上的现代物流方式，它将采购、生产和销售有机衔接从而减少

库存、提高生产效率。本文对准时制物流管理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准时制物流管理下反冲会计的有关处理方法进行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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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冲会计：准时制物流管理下的会计实践

随着现代物流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已将着眼点放在如何

降低物流成本上，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也正朝着精细化的方

向发展。准时制物流是一种建立在准时制管理理念基础上的

现代物流方式。20世纪 50年代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创了准

时制物流管理，1972年以后准时制物流管理被广泛应用于日

本汽车和电子工业。准时制物流管理为日本企业生产高质量、

低成本的产品提供了保证。

实施准时制物流管理的目的是在原材料、产成品等保持

最小库存的情况下，保证连续、高效率的大批量生产；零件从

上道工序准时到达下道工序，并在下道工序中被迅速加工和

转移。实施准时制物流管理，可以减少工人的工作量、改善工

作环境、减少库存、缩短反应时间等。

实施准时制物流管理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生产必要的产

品，不过量生产，因为企业没有必要再投入原材料、精力和时

间。准时制物流管理与那种依靠额外库存来防止工作失误的

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所有的等待数量变为零时，库存投

资实现最小化，提前期大大缩短，企业对需求变化快速反应，

质量问题会得以迅速曝光。同传统的生产物资管理相比，准时

制物流管理为企业节约了成本，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一、准时制物流管理的特点及其对会计的影响

准时制物流使采购、生产和销售有机衔接并使库存处于

最低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大多数准时制物流

业务采取易于流动的 U型布局机制，这种布局能尽量减少运

输活动。准时制把重点放在灵活性上，要求企业与供应商保持

良好的沟通，因此准时制物流管理以客户为中心，由客户需求

“拉动”生产，再由生产进一步“拉动”采购。由客户需求“拉动”

产品生产，这彻底改变了传统会计系统中从原材料到在产品、

产成品直至最终销售的“连续跟踪系统”。

在实施准时制物流管理的企业，从原材料购入到产品制

成或售出所耗用的时间大大缩短，期末存货量变得很少，这使

得传统的详细记录各类存货的分批或分步成本制度不再适

用。在准时制物流管理下继续对少量的存货做详细记录，这无

疑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

另外，准时制下的“零存货”使得成本流转假设以及成本

计算方法（完全成本法或变动成本法）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一

定期间内的全部成本都可以直接结转到产品销售成本中去。

二、反冲会计在准时制物流管理中的运用

运营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管理方式和会计系统的变

化。为了反映准时制物流管理的特点，有必要修改会计处理程

序和方法，以提供相关资料支持实际业务。反冲会计是准时制

物流管理下的会计实践。

反冲会计着重于产出，其采取逆向运作，先分配成本费

用，然后倒推出销售成本和库存。反冲会计的交易记录只产生

在终止生产环节及销售环节，重点是衡量生产开始和结束时

的成本，尤其侧重于年末产出。由于不需要计算在产品成本，

因此反冲会计简化了会计记录，不需要跟踪原材料和在产品

在制造过程中的流转，而将原材料、在产品与产成品的会计记

录合并，把标准成本和成本差异分析包含在会计分录中。对于

“原材料”和“在产品”账户的结转可以采用标准成本，将实际

成本和结转的标准成本之间的差额作为成本差异直接计入本

年利润。因此，如果能够避免成本差异的产生，标准成本就是

实际成本的一个很好的替代指标。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反冲会计在确认相关产品的成

本费用时的“触发点”不同而存在两种处理方法，这两种处理

方法都有以下共同的特点：淤重点是产出———成本费用根据

产出分配，产出可以根据销售量或者产成品成本测算。于人工

成本和间接费用不计入在产品成本，直到产品完工或者是已

经售出。因此，传统的“在产品”账户不存在。一般认为，材料成

本的产生是基于不同的生产需要所作的安排，材料成本不记

入“在产品”科目。

1. 第一种处理方法：两个“触发点”。第一种反冲会计处

理方法有两个“触发点”。触发点 1：购买原材料时，借记“原材

料”科目，贷记负债类科目。触发点 2：产品完工时，以标准成

本借记“产成品”科目，贷记“原材料”等科目。这样的话就存在

两个存货方面的科目：“原材料”与“产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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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设实施准时制物流管理的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

20伊9年 4月该公司发生如下会计事项：淤购入原材料 100 000

元；于本月发生加工成本 60 000元，其中人工费用 20 000元，

制造费用 40 000元；盂本月完工产品 1 000件，售出 900件。

假设“原材料”科目的期初余额为零，“在产品”科目没有期初、

期末余额，产成品的标准成本为直接材料 90元、直接人工 18

元、制造费用 38元。

会计处理为：

购买原材料时（触发点 1）：

借：原材料 100 000

贷：应付账款 100 000

产生的成本：

借：加工成本 60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20 000

制造费用 40 000

产品完工时（触发点 2）：

借：产成品 146 000［1 000伊（90+18+38）］

贷：原材料 90 000（1 000伊90）

加工成本 56 000［1 000伊（18+38）］

借：主营业务成本 131 400［900伊（90+18+38）］

贷：产成品 131 400

期末“原材料”科目借方余额为 10 000元，“产成品”科目

借方余额为 14 600元，由于加工成本不计入在产品成本中，

因此“加工成本”科目的借方余额 4 000元计入本年利润。这

种方法只需要在生产开始和结束这两个阶段对成本进行核

算，不用将料工费在半成品与产成品之间进行分配，并且完工

销售时也直接用标准成本结转，大大减少了成本核算的工作

量。准时制物流追求的是“零库存”，所以在此情况下继续采用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科学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准时制物流管理下自动化水平

较高、直接人工成本较低，因此将人工成本与制造费用合并记

入“加工成本”科目。

2. 第二种处理方法：一个“触发点”。第二种反冲会计处

理方法只有一个“触发点”，即“产品完工时”。以标准成本借记

“产成品”科目，贷记负债类科目等。因此，产品成本不包括已

经购买但未使用在完工产品上的材料的成本。

依照上例，会计处理为：

完工时（触发点）：

借：产成品 146 000［1 000伊（90+18+38）］

贷：应付账款 90 000（1 000伊90）

加工成本 56 000［1 000伊（18+38）］

借：主营业务成本 131 400［900伊（90+18+38）］

贷：产成品 131 400

期末“产成品”科目借方余额为 14 600元［100伊（90+18+

38）］。这种方法是反冲会计中最简单的一种处理方法。在准时

制条件下，产品完工之时即为出售之时，所以可以将材料成本

和所有加工成本直接计入销售成本而不是存货成本。当然如

果存在少量存货，可以将一部分销售成本转出作为存货结存数。

这两种反冲会计处理方法都不确认在产品成本，虽然没

有严格遵循会计准则和制度，但是消除了一些不能带来价值

增值的会计操作，这也是准时制物流管理要消除的浪费。实施

准时制物流管理的目的是消除浪费，优化程序，实现高效、低

成本运营，准时制物流管理以准时生产为出发点对生产方式、

生产流程进行控制管理，而人员、管理程序和方法甚至包括会

计程序都可能成为准时制物流管理的范畴，反冲会计即是准

时制物流管理下的会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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