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存在的问题

1. 采购成本控制较弱。传统的工程物资只采用实际成本

法核算，计价方法单一。当企业有规模大、工期长的建设项目，

且采购量较大或采购较频繁时，采用实际成本法核算，反映采

购绩效的能力弱，不利于对工程物资进行核算、管理、控制。工

程物资采购成本控制不力将会增加固定资产成本，并进一步

影响产品生产成本。

2. 与抵扣时效冲突。实务中，工程物资依据现行规定核

算时，会出现以下情况：淤工程物资未用完转为库存材料时，

其成本中原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要转出，做进项税额抵扣。

于工程物资对外出售时，应比照材料出售处理，取得的收入为

其他业务收入，并要计算应交增值税额，可抵扣相应的进项税

额。盂工程物资用于生产，且生产的工具及器具已交付使用

时，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周转材料”等科目，贷记

“工程物资”科目。如形成固定资产的话，进项税额就不转出；

反之，进项税额就可转出并予以抵扣。依照增值税的相关规

定，在出现以上情况时，要提供验证后的税票，方可转出进项

税额进行抵扣；否则，不允许转出抵扣。若是如此，则增加了增

值税纳税负担，提高了进货成本，利润减少，使企业利益受损。

一般来说，工程建设周期比较长，再加上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

和收到日期以及入账日期之间本身还有时间差，在确定工程

物资未用完需转为原材料等物资管理时，增值税发票允许抵

扣时限极有可能已超出规定。

二、改进建议

1. 采用计划成本法以加强成本控制。“工程物资”科目核

算内容需做出调整，改为核算企业为在建工程准备的各种物

资的计划成本或实际成本，成本不含进项税额，具体包括工程

用材料、尚未安装的设备以及为生产准备的工具等。笔者认

为，应对不同的物资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将 A类、B类物资

根据实物管理和成本控制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于该

物资的计价方法，C类物资统一采用一种计价方法，尽量使实

物流、价值流、成本流、信息流能够一致。甚至 A类和 B类物

资可采用以实际成本计价核算、以计划成本控制和考核的方

法有效控制其采购成本。

2. 通过“物资采购”账户核算。工程物资应参照原材料、

周转材料等的核算，采购成本不含进项税额，在其计价采用计

划成本法时，通过“物资采购”账户核算。采购时，按工程物资

实际发生成本，借记该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科

目；入库时，按计划成本借记“工程物资”科目，贷记“物资采

购”科目，差额借（贷）记“材料成本差异”科目；领用时，借记

“在建工程”等科目，贷记“工程物资”、“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转出）”科目；月末，计算材料成本差异，如节约

（超支）则以红字（蓝字）借记“工程物资”科目，贷记“材料成本

差异”科目。工程物资采购量小且采购次数少时，可不在“物资采

购”科目核算，直接以实际成本法记入“工程物资”科目核算。

“工程物资”、“工程物资减值准备”等科目在按类别、品

种、规格等分类核算的基础上，增设五个明细科目：普票采购，

税票采购（17%），税票采购（13%），税票采购（6%），税票采购

（4%），分别核算采购时获得的不同含税比率的发票。在建工

程领料时，先领用普票采购物资，然后依次领用税率 4%、6%、

13%的物资，最后领用税率 17%的物资，尽量将可抵扣进项税

金额最大化、时间最长化。同时，依此划分明细科目，也可以在

进项税转出时轻松选择对应的税率转出。茵

笔者认为，个别认定法是计提应收票据坏账准备最恰当

的方法。应收票据分为带息应收票据和不带息应收票据。对于

这两种情况，下面将分别举例予以介绍。

1. 不带息商业票据。

例 1：A公司于 2006年 10月 1日销售一批产品给 B公

司，价款 100 000元，增值税 17 000元，收到 B公司交来的不

带息商业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为 117 000元，期限为 6个

月，到期日为 2007年 3月 31日，合同规定贴现年利率（现行

实际利率）为 8%。

2006年 10月 1日 A公司收到票据时，应该确认销售收

入，作分录如下：借：应收票据———B公司 117 000元；贷：主

营业务收入 1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17 000元。

2006年 12月 31日，对该应收票据进行减值测试，发现

只能收回 100 000元。

票据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100 000衣（1+8%）1/4=

98 094.37（元），账面价值为 117 000元，则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数额为 18 905.63元（117 000-98 094.37）。会计分录如下：借：

资产减值损失 18 905.63元；贷：坏账准备———应收票据坏账

准备 18 905.63元。

2. 带息商业票据。

例 2：甲公司于 2006年 7月 1日销售一批产品给乙公

司，价款 50 000元，增值税 8 500元，收到乙公司的商业承兑

小议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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