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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阐述我国新会计准则及国际会计准则中关于废品损失核算方法的基础上袁认为我国现行的废品损失核

算方法违背了上述两准则精神袁不利于管理层对各责任中心进行考核评价袁可能导致废品损失得不到有效控制袁并就如何

改进我国企业废品损失核算作了举例说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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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西方会计思想改进企业废品损失核算

在我国，废品一般认为是不符合技术标准，不能按照原定

的用途使用，或需要加工修理后才能使用的在产品、半成品及

产成品。废品损失（以下简称“废损”）是指生产过程中各种废

品的修复费用和报废损失。废品的产生会降低企业资源利用

效率，因此，对废品进行严格的核算和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一、我国现行废品损失核算方法

1. 废品分类。目前，我国是从修复技术的可能性和修复

费用的经济合理性方面，将废品分为可修复废品和不可修复

废品。所谓“可修复”是指技术上可以修复，而且修复费用在经

济上合算；“不可修复”是指技术层面上不可修复，或者是虽可

修复，但所支付的修复费用在经济上不合算。

2. 废品损失的核算方法。

（1）不单独核算废损。这种方法适用于废损较少的情况。

在这种方法下，不必设置“废品损失”科目，发生废损时直接记

入“生产成本”科目，即由正品承担与废品相关的一切成本费

用。废品的残料价值冲减“生产成本”。

（2）设置“生产成本———废品损失”科目进行核算。此法适

用于经常发生废损且数额较大的企业。发生废损时，借记“生

产成本———废品损失”科目，期末该科目余额转入“生产成

本———基本生产成本”账户，即最终同样计入产品成本。

（3）单独设置“废品损失”一级科目进行核算。这种方法同

样适用于废损发生频繁且数额较大的企业。具体来讲，企业单

设“废品损失”一级科目，下面设置“可修复废品”和“不可修复

废品”两个明细科目，核算不同类别的废损。借方归集可修复

废品的修复费用以及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贷方核算废

品的残料回收价值和应收的责任人赔款。期末，这两个明细科

目的余额均转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科目，换句话

说，废损也由正品负担。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各种废损核算方法，最终都

是将废损全部计入产品成本，即废损由正品负担。这样的处理

虽然便于操作，但存在许多不足。

3. 现行废品损失核算方法存在的不足。

（1）与我国新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不符。2007

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九条

规定，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不能归

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其他支出，应当在发生时

确认为当期损益，不计入存货成本。《国际会计准则》中也明确

指出，非正常消耗的原料、人工及其他生产费用不应包括在存

货成本之中，而应在其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这里所说的非正常

消耗的料工费指的就是非正常废损。由此可见，我国新会计准

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废损方面的处理保持一致。目前在实务

中所采用的不论废损正常与否，期末均转入“生产成本”的核

算方法违背了上述准则的规定。

（2）影响成本计算的准确度。采用现行做法，不论是正常

废损还是非正常废损，一概计入正品成本的做法会导致正品

成本的增大，影响成本计算的准确性，成本数据的信息价值大

大降低。

（3）不利于管理层对责任部门的考核评价。企业应高度重

视废损的产生，明确其产生的原因，正确划分责任的归属，并

以此为据，对各责任中心进行考核评价，最终达到控制废品、

减少废损的目的，这也正是进行废损核算的初衷。

我国现行废损核算方法不仅掩盖了废品产生的原因，增

大了责任归属的难度，而且弱化了各责任中心的成本及质量

意识。由于缺少必要依据，管理层对各个责任中心的考核不能

做到科学合理，“控制废品、降低废损”只是一句口号。

二、西方国家对废品损失的核算方法

1. 废品分类。西方会计按照废品产生的正常与否对其进

行分类，分为正常废品和非正常废品。所谓正常废品是指企业

为生产一定量的合格产品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在短期内不

可控制的废品；非正常废品则是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应产

生的、非生产工序所固有的、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废品，

非正常废品在实践中一般是可控的。

2. 废品损失的核算方法。西方国家对废损的核算要视其

正常与否而定。

对于正常废损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正品承担法”，即

不设置专门账户，产生的正常废损由完工正品负担，直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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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正品的单位成本，这种方法核算废损不存在账务处理问

题。另一种是“分配核算法”，即在“生产成本”科目下设置“正

常废品损失”明细科目，归集正常废品损失，期末再按照一定

标准（如正品数量），将其分配到“库存商品”和“主营业务成

本”账户。

对于非正常废损要设置一个专门的账户，比如“非正常废

品损失”，产生非正常废损时借记该科目，期末将其余额转入

相应的期间费用账户或特定责任人赔款账户，并不转入产品

成本。

三、建议及举例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废品分类及废损核算方法并未反

映废损产生的原因，不利于明确经济责任，管理价值较低，有

必要对其进行改进，以便对废损进行控制。

西方的做法体现了企业对废品核算的目的，既能分清废

品产生原因，准确计算产品成本，又能提高各个责任中心的成

本质量意识，明确各个责任中心的经济责任，方便管理层对责

任中心的考评，最终达到降低废品率的目的。

与我国现行核算方法相比，西方国家的做法虽然操作略

微复杂、记录成本较高，但仍是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因

此笔者建议，有条件的企业在内部管理中可以借鉴西方思想，

对废损进行核算。

1. 正常废品损失的核算。

（1）正品承担法。假设甲厂只生产一种产品，1月份的完

工产量为 4 000件，废品率为 10%（本例中假设其均为正常废

品），月末结算账目，投入的料工费合计为 36 000元，本月销

售正品 2 000件。

正品承担法下，产品单位成本=料工费投入合计 36 000元衣

（产量 4 000件-正常废品 400件）=10（元/件），由此可知，3 600

件正品承担了 400件正常废品的损失，

正品完工入库：

借：库存商品 36 000

贷：生产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36 000

月末结转销售 2 000件正品的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 000（10伊2 000）

贷：库存商品 20 000

（2）分配核算法。接上例，在分配核算法下：

产品单位成本=料工费 36 000元衣产量 4 000件=9（元/件）

正品成本=正品 3600件伊产品单位成本 9元/件=32400（元）

正常废品损失=正常废品 400 件伊产品单位成本 9 元/

件=3 600（元）

正品完工入库：

借：库存商品 32 400

生产成本———正常废品损失 3 600

贷：生产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36 000

月末结转销售 2 000件正品的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18 000

贷：库存商品 18 000

月末按照销售和库存正品的数量分配本月正常废损 3 600

元。

销售正品承担数额=3 600伊2 000/3 600=2 000（元）

库存正品承担数额=3 600伊1 600/3 600=1 600（元）

分配本月正常废损的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正常废品损失 2 000

库存商品———正常废品损失 1 600

贷：生产成本———正常废品损失 3 600

2. 非正常废品损失的核算。假设上述 400件废品经查实

属于非正常废品，此时：

产品单位成本=料工费 36 000元衣本月产量 4 000件=9

（元/件）

正品成本=正品 3 600件伊产品单位成本 9元/件=32 400

（元）

非正常废品损失=非正常废品 400件伊产品单位成本 9

元/件=3 600（元）

产品完工入库：

借：库存商品 32 400

非正常废品损失 3 600

贷：生产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36 000

月末结转销售 2 000件正品的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18 000

贷：库存商品 18 000

月末，该工厂技术人员对当月 400件非正常废品产生的

原因作出鉴定，并报主管领导审核，进行如下处理：导致非正

常废品产生的责任人赔偿 900元，残料入库价值为 600元，剩

余部分作为期间费用处理。

会计人员取得相关的原始凭证后，作如下分录，转销非正

常废品损失：

应收责任人赔款：

借：其他应收款———责任人 900

贷：非正常废品损失 900

残料入库：

借：原材料 600

贷：非正常废品损失 600

剩余部分作为期间费用：

借：管理费用———非正常废品损失 2 100

贷：非正常废品损失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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