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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的定义不同

变动成本法是指以成本习性分析为前提，在计算产品成

本时只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而把固定制

造费用以及非生产成本全部作为期间成本处理的产品成本计

算方法。完全成本法是指按经济用途分类，将全部生产成本作

为产品成本的构成内容，而将非生产成本作为期间成本的一

种成本计算方法。两种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产品成本的构成

内容不同以及对固定制造费用的处理方式不同。变动成本法

下，产品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而固

定制造费用计入期间成本；完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包括全部

生产成本，即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全部制造费用。两种方法

的定义比较见表1：

二、两种方法下税前利润的计算过程不同

变动成本法下，产品损益的确定程序是贡献式损益确定

程序，也就是说产品的利润是通过边际贡献来体现的。其计算

步骤如下：

销售收入原变动成本=边际贡献

边际贡献原固定成本=税前利润

而完全成本法下，产品损益的确定是通过销售毛利来体

现的，即首先从销售收入中扣除本期已销售产品的成本计算

出销售毛利，然后从销售毛利中扣除期间成本计算出税前利

润。其计算步骤如下：

销售收入原销售成本=销售毛利

销售毛利原期间成本=税前利润

两种方法下税前利润的具体计算过程如表2、表3所示：

三、两种方法下税前利润的结果不同

通过表2和表3的比较可知：

变动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5原6=1原3原4原7原8=1原3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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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作为两种不同的成本计算方法各有其优缺点，而在实务中可以将两者结合应用，以

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所以了解两种方法的不同尤为重要。其中，两种方法下税前利润的差异较难理解，本文拟对此作一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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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两个特定

条件（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确定换入

资产成本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换入资产成本等于该资

产的公允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以下称之为“方法

一”）；第二种方法，换入资产成本等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

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加上支付的补价（减去收到的补价）（以

下称之为“方法二”）。显然，当交易双方进行等价交换时，分别

采用方法一和方法二确定的结果完全相同。

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两个特定条件、交易双方

进行非等价交换时，采用方法一和方法二确定的结果并不相

同，那么，应该采用哪一种方法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三条规定“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

值均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

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用方法二确定

换入资产的成本。显然，方法二既适用于等价交换的情形又适

用于非等价交换的情形。

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能同时满足两个特定条件时，换

入资产的成本又该如何确定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六条和第八条的规定，未能同时

满足两个特定条件时，换入资产的成本等于换出资产的账面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存货的

计价方法及相关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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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存货的计价具有特殊性，本文拟通过实例，详细说明在不同情况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换入存货的计价问题，并进行了总结归纳。

【关键词】非货币性资产 存货 计价

8）原7 （1）

完全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遇原喻=玉原域原喻 （2）

其中，1=玉=销售收入；4+8=喻=本期发生的全部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剔除（1）式和（2）式中的相同部分即

销售收入和本期发生的全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剩下的即为3、7和域，那么这三项就有可能是造成两种方法税

前利润差异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如下：

3为变动生产成本=销售数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本 （3）

7为固定制造费用=本期发生的全部固定制造费用（4）

域为本期销售成本=芋垣郁原吁

其中：芋为期初存货成本=期初存货量伊（单位变动生产

成本垣单位固定制造费用）；郁为本期生产成本=本期生产量伊

（单位变动生产成本垣单位固定制造费用）；吁为期末存货成

本=期末存货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本垣单位固定制造费用）。

由此可见：

域为本期销售成本=（期初存货量垣本期生产量原期末存

货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本垣（期初存货量垣本期生产量原期末

存货量）伊单位固定制造费用=本期销售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

本垣本期销售量伊单位固定制造费用 （5）

通过比较（3）、（4）、（5）三式，剔除相同部分即“本期销售

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本”，那么剩下的即为7（本期发生的全部

固定制造费用）和“本期销售量伊单位固定制造费用”两项，这

两项即为两种方法下产生税前利润差异的原因。在变动成本

法下计入当期损益的为当期发生的全部固定制造费用，而在

完全成本法下计入当期损益的为当期销售的产品应负担的固

定制造费用，这样，完全成本法比变动成本法就多减了“期初

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原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

部分。由此就可以得出两种方法下税前利润变动的规律：

一是当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越期末存货吸收的

固定制造费用时，两种方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一致。

二是当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跃期末存货吸收的

固定制造费用时，完全成本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小于变动成

本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

三是当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约期末存货吸收的

固定制造费用时，完全成本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大于变动成

本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

由此可见，两种方法下税前利润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

于对固定制造费用的处理方式不同，具体来说是由于期初存

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和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不同

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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