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为生产而持

有的材料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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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

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

本的，则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

现净值计量，而可变现净值的

计量依据是其生产的产成品的

可变现净值和成本。这里存在

着这样几个问题：当一种材料

为生产多种产品而持有时，其

期末价值如何确定？或者材料

价格没有变化，但产成品的可

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材料的

可变现净值又该如何确定呢？

例：2007年 12 月 31 日某

公司库存材料 A1初始单位成

本 100元，材料 A2 初始单位

成本 80元，材料 A3初始单位

成本 50元，材料 A4初始单位

成本 20元。生产W1产品需要

A1、A2、A3、A4四种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为 150元；生

产W2产品只需要 A1和 A4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为

130元。则：W1产品的单位成本=100+80+50+20+150=400

（元）；W2 产品的单位成本=100+20+130=250（元）。

资产负债表日，由于市场材料价格波动，A1、A3、A4三种

材料发生了降价，A1由 100降为 60，A3由 50降为 35，A4由

20降为 15，受此影响，W1、W2产品的市场价格也有所降低，

W1由 450降为 390，W2由 500降为 420。估计相关销售费用

和税金为售价的 5%。根据可变现净值的定义计算如下：W1

产品可变现净值越W1估计售价-估计相关销售费用和税金=

390-19.5=370.5（元）；W2产品可变现净值越W2估计售价-估

计相关销售费用和税金=270-13.5=256.5（元）。

一、生产持有材料存货可变现净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1. 用于生产两种产品以上的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按上

例，由于 A1可用于W1产品的生产，也可用于W2产品的生

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A1的可变现净值应根据W1或W2

产品确定。对于W1产品，由于W1产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

本，A1的可变现净值越W1产品的估计售价-将 A加工成W1

产品尚需成本（W1 产品的成本扣除 A1 成本的金额）-销售

费用和税金=390-300-19.5=70.5（元），低于其成本。因此 A1

的期末价值应为 70.5元，按照每件 29.5元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对于W2产品，由于W2产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成本，

A1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那么 A1到底需不需要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多少？这就出现了同一材料在不同情况下期

末价值不同的现象，违背了计量的一致性原则。

2. 材料市场价格未变、成品售价降低时材料的可变现净

值。A2材料价格未发生变化，由于其仅用于W1产品的生产，

应按照W1产品计算其可变现净值。由于W1产品可变现净

值低于成本，A2的可变现净值越W1产品的估计售价-将 A2

加工成W1产品尚需要成本（W1产品成本扣除 A2成本的金

额）-销售费用和税金=390-320-19.5=50.5（元），低于成本，

应按每件 29.5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当然，材料价格未变时，

企业会计准则并未明确要求按照可变现净值进行后续计量，

但现实中材料价格未变时，成本价格因随市场波动、能耗降

低、技术进步等因素发生下降的情况比比皆是，从一致性考

虑，也应该将这些预计不能收回的成本反映在当期。但问题

是，这种情况下，计提跌价准备是建立在企业继续生产成品然

后出售的假设上，而理性的企业此时完全可以直接出售材料

以避免该跌价损失。

3. 存在可变现净值为负数的材料。假设生产W1产品，

由于W1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A4在资产负债表日可变现净

值越W1 产品的估计售价-将 A4 加工成 W1 产品尚需要成

本-销售费用和税金=390-380-19.5=-9.5（元），以此为基础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显然不符合逻辑。当然，低于 0的可变现净

值只有对于成本结构中比例较小的非主要材料才有可能发

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般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选择和其他

材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二、改进建议

参照国际会计存货准则第 29条：用于生产存货的材料和

其他物料，不能减记到其成本以下，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预

计可按成本或更高的价格出售的话。然而，当材料价格的下跌

可以表明产成品的成本将超过可变现净值时，那么该材料就

应减记到可变现净值，在这种情况下，材料的重置成本可能是

其可变现净值最可行的计量基础。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在W1产品售价由 450元降至 390

元的情况下，所有的材料无论价格是否下降，下降多少，都会

提取 29.5元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金额为 118元，基本上

相当于全部材料降价金额 60元的两倍。如果根据W2产品计

算，A1和 A4又不需要计提任何跌价准备；而根据重置成本，

只有价格发生下降的 A1、A3、A4需要分别按其价格下降的金

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以何种产品作为计算依据无关。显

然，后者更加客观、便于操作，也更符合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以重置成本作为生产持有材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可使生产

持有材料和待售材料具有相同的计量基础，可以避免企业简

单地通过改变材料用途从而调节利润的做法。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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