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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的期末计价除按历史成本计价外，还可以用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量。学生在学习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法的过程中往往抓不住要领，学习起来感到困难。如何引导学

生正确掌握这种计价方法呢？

一、采用问题引入法，单刀直入现主题

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的概念，找

出可变现净值关键词，抓住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关键是确

定存货的估计售价。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是指期末存货按照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两者之中较低者计价的方法。当期末存货的成本比

可变现净值低时，按成本计价；当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比成

本低时，按可变现净值计价，即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

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用公式表示为：可变现净值越存货的估计售价-估

计完工成本-估计销售费用和税金。可见，确定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的关键是确定存货的估计售价，企业在确定存货的估计

售价时，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的数据为基准。

二、通过实例，引导学生掌握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例 1：甲公司现拥有 A材料、甲产品两种存货，A材料专

门用于生产甲产品。A材料账面价值为 8 000元，当前市场销

售价格为 6 000元，该批 A材料可以生产 80件甲产品，但尚

需加工费用 4 000元；甲产品 100件，每件成本为 160 元，甲

产品当前市场销售价格为每件 170元。该公司与乙公司签订

一份不可撤销合同，合同规定甲公司应向乙公司提供甲产品

200件，每件订购价格为 150元。假定市场销售费用及税金为

销售价格的 10豫。

分析 1：这是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

货。

分析 2：本例中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小于或等于销售合

同或劳务合同订购数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简

称“存货准则”）规定：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

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分析 3：A材料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思路。淤存货准则规

定：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

础，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

素。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

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

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

现净值计量。于在本例中，甲公司持有 A材料的目的是用于

生产甲产品，因此 A材料的可变现净值应与甲产品的可变现

净值的确定相联系。由于甲产品 180件（现有 100件、利用 A

材料未来可加工 80件）小于销售合同订购的数量 200件，而

且 A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因此

应按照合同价格确定。盂得出 A材料可变现净值：80伊150伊

（1-10豫）原4 000越6 800（元）。A材料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越A

材料账面价值-A材料可变现净值越8 000-6 800越1 200（元）。

分析 4：甲产品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思路。通过上述分析，

甲产品按照合同价格确定的可变现净值为：100伊150伊（1-

10豫）越13 500（元）。甲产品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越甲产品账面

价值-甲产品可变现净值越100伊160原13 500越2 500（元）。甲公

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1 200垣2 500越3 700（元）。

例2：假定上例中销售合同订购数量为 150件，其他条件

不变。

分析 1：此例中，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或劳

务合同订购数。存货准则规定：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

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

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分析 2：由于甲产品数量为 180件，超出合同订购数量

150件，因此超出合同部分的存货 30件（180-150）的可变现

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但关键是超出合同部

分的存货是 A材料还是甲产品，对此，现行会计准则没有说

明，《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也没有加以解释。笔者认

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援 假如超出合同部分的存货是 A材料。

（1）A材料可变现净值。A材料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可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为执行合同需要，数量相当于甲产品 50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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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为超出合同部分的存货，相当于甲产品 30 件。即有：

淤A材料执行合同价格部分可变现净值：50伊150 伊（1原10豫）

原4 000衣80伊50越4 250（元）。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8 000衣80伊

50原4 250越750（元）。于A材料超出合同部分可变现净值：30伊

170伊（1-10豫）原4 000衣80伊30 = 3 090（元）。此部分应根据甲

产品的市场价格确定，由于甲公司持有 A材料的目的是生产

甲产品，因而应与甲产品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相联系。而这部

分存货账面价值为：8 000衣80伊30 = 3 000（元）。因此这部分

存货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则 A材料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50元。

（2）甲产品可变现净值。由于甲产品执行销售合同，因此

按照合同价格确定可变现净值：100伊150伊（1-10豫）=13 500

（元）。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0伊160-13 500=2 500（元）。甲

公司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50垣2 500越3 250（元）。

2援 假如超出合同部分的存货是甲产品。

（1）A材料可变现净值。A材料未来生产 80件甲产品全

部执行销售合同，按合同价格确定可变现净值：80伊150伊（l原

10豫）原4 000 = 6 800（元）。A材料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8 000-

6 800越1 200（元）。

（2）甲产品可变现净值。甲产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执行

销售合同，数量为 70件；另一部分为超出合同部分，数量为

30件，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可变现净值。淤执行合同部分可变

现净值：70伊150伊（1-10豫）=9 450（元）。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0伊160-9 450=1 750（元）。于超出合同部分可变现净值：30伊

170伊（1-10豫）=4 590（元）。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0伊160-

4 590=210（元）。甲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计为 1 960 元

（1 750垣210）。甲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计：1 200垣1 960越

3 160（元）。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导致可

变现净值的确定结果、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不同，因此我

们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该选用哪一种处理方式，并

遵循会计的一贯性原则。同时，希望会计准则能给予明确的

解释，以避免在实际操作中形成误差。

例3：假定例 1中甲公司与乙公司没有签订销售合同，其

他条件相同。

分析 1：这属于没有销售合同或劳务合同约定而持有的

存货，对于这种情况，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产成品或商品一般

销售价格或原材料市场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分析 2：A材料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存货准则第十六条明

确规定：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

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

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

可变现净值计量。

A材料专门用于生产甲产品，所以 A材料可变现净值 =

80伊170伊（1-10豫）越12 240（元）；而此批甲产品成本为：8 000垣

4 000 = 12 000（元）。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A材料仍然应当

按照成本计量，即不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分析 3：甲产品可变现净值的计算。甲产品可变现净值=

100伊170伊（1-10豫）= 15 300（元）。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0伊

160原15 300越700（元）。甲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计为 700

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如下：淤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

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

计算。于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

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盂没有销售合同或劳务合同约定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

值应当以产成品或商品一般销售价格或原材料市场价格作为

计量基础。榆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

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

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

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三、通过图表计算比较法帮助学生掌握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对期末存货计价时，其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的比较有三种方法，即单项比较法、分类比较

法、总额比较法。淤单项比较法，也称个别比较法，是指对库存

中每一种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逐项进行比较，每项存货

都取较低数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于分类比较法，是指对存货

类别的成本与相同类别的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每类存货取

其较低数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盂总额分析法，也称综合比较

法，是指对全部存货的总成本与全部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总额

进行比较，较低数为期末全部存货的成本。

具体进行计算时，可通过列示图表把三种具体做法清晰

地表现出来，使学生一看就懂（由于此方法较易理解，本文不

再赘述）。

四、采用类比法帮助学生掌握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

的账务处理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的账务处理方法有两种：直接

转销法和备抵法。直接转销法不常用，我们学习比较常用的备

抵法。备抵法指对于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损失不直接

冲减有关存货账户，而是单设“存货跌价准备”账户反映。具体

做法是：每一会计期末，比较期末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计算出应计提的减值准备，然后与“存货跌价准备”账户的余

额进行比较，应提数大于已提数时应予补提，已提数大于应提

数时则应冲销部分已提数。提取或补提时，借记“资产减值准

备”账户，贷记“存货跌价准备”账户；冲回或转销时，则做相反

会计分录。

教师在总结归纳时应说明：在核算存货跌价准备时，转回

的存货跌价准备与计提该准备的存货项目或类别应当存在直

接对应关系。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意味着

转回的金额以将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冲减至零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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