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序分配法是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方法之一，辅助生产

车间生产费用分配顺序的确定是采用该方法的关键。目前的

各类成本会计教材无论是在文字的表述上还是在具体的实务

处理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给初学者带来诸多困惑，因此

必须对其加以规范，以确保成本费用分配的可验证性。

笔者认为，顺序分配法下各辅助生产车间分配费用按实

物量排序不科学。由于实物计量单位不统一，仅凭实物数量

大小进行排序，可能与相关定义要求背道而驰。按价值量大

小进行排序是科学的，符合货币计量假设。因此，顺序分

配法的定义可参照欧阳清主编的《成本会计》一书，即“顺序

分配法是由各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费用的多

少排成顺序，耗用其他辅助生产车间费用少的辅助生产车

间排列在先，先将费用分配出去；耗用其他辅助生产车间费

用多的辅助生产车间排列在后，后将费用分配出去的一种

方法”。

因此，排序的关键在于辅助生产车间对其他辅助生产车

间提供的劳务费用的计算。计算公式为：某辅助生产车间对其

他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劳务费用=该辅助生产车间对其他

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劳务数量伊该辅助生产车间单位成本

（该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直接费用衣该辅助生产车间劳务总

量，即该辅助生产车间的交互分配率）。相互之间提供劳务费

用多的排在前，提供劳务费用少的排在后，然后按先后顺序予

以分配。

也可用下面的方法进行排序，计算公式为：某辅助生产车

间从其他辅助生产车间接受的劳务费用=撞辅助生产车间对

该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劳务数量伊单位成本（辅助生产车间

发生的直接费用衣辅助生产车间劳务总量，即辅助生产车间

的交互分配率）。相互之间接受劳务费用少的排在前，接受劳

务费用多的排在后，然后按先后顺序予以分配。

当辅助生产车间很多，辅助生产车间分配顺序的排列比

较麻烦时，可采用下述简化公式计算：辅助生产车间对其他辅

助生产车间提供的劳务费用=该辅助生产车间对其他辅助生

产车间提供的劳务数量总和伊该辅助生产车间的交互分配

率。对于有三个及以上辅助生产车间的企业，可区分如下情况

进行处理：

1. 单向交流———按内部服务对象多少排序。服务对象多

的排在先，服务对象少的排在后。A、B、C辅助生产车间提供

劳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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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建立健全企

业应收款项管理制度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是迄今为止

确认坏账损失最为详尽的法律

依据。《通知》涉及债务人死亡

和债权逾期两种情况，给出了

企业确认坏账损失的标准，下

面分别分析其中不足，并提出

相应对策。

一、债务人死亡情况下

《通知》第二条是债务人为

自然人、因其死亡（包括自然死

亡和宣告死亡，下同）或者被依

法宣告失踪情况下坏账损失的

确认标准。根据《民法通则》和

《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该条

遗漏了两种情况：淤债务人死

亡，其遗产不足清偿但有继承

人，而继承人却明确表示不予

继承债务人的遗产；于债务人死亡，其遗产不足清偿但有继承

人且继承人愿意继承债务人的遗产。对于前者，《继承法》第三

十三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

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即在债务人有继承人，但继承

人不继承债务人遗产的前提下，以债务人的遗产为限清偿，不

足清偿部分作为企业当期的坏账损失。对于后者，《继承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继承人没有做出放弃继承表示的，视为接受继

承。继承人接受继承的，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

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

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企业应当以债

务人遗产不足清偿部分扣除继承人自愿偿还的部分后尚未清

偿部分作为当期坏账损失。

二、债权逾期情况下

形成企业应收款项的债权逾期超过该债权所对应的诉讼

时效期间，且在该期间内没有使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法定

事由发生，债权人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债

务人履行该笔债务的权利，即企业的该笔债权已经失去了法

律保障。因此，根据形成具体应收款项的债权性质，自债权逾

期至相应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这段时间内未发生使诉讼时效

中止或中断的法定事由，则在该项债权对应的诉讼时效届满

后，将该笔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全额确认为当期坏账损失；若出

现法定事由使诉讼时效延长并超过了三年，则按该笔应收款

项账面余额全额确认为当期坏账损失；若出现法定事由使诉

讼时效延长但并没有超过三年的，按照企业既定的规则继续

保有该笔应收款项相应份额的坏账准备，即根据期末应收款

项总额的变化量，继续计提或者冲销坏账准备。总之，根据形

成应收款项的债权性质所对应的诉讼时效长短与《通知》中的

三年比较，孰短以孰作为确认标准，以满足会计核算客观性、

谨慎性的要求。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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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知，辅助车间 A向 B、C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提供

了劳务（B、C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没有向 A提供劳务或提供的

劳务很少可忽略不记），辅助车间 B向 C辅助生产车间提供

了劳务（C辅助生产车间没有向 B提供劳务或提供的劳务很

少可忽略不记）。因此，分配顺序为 A寅B寅C。

2. 双向交流———按内部服务价值多少排序。提供劳务费

用少的排在先，提供劳务费用多的排在后。A、B、C辅助生产

车间提供劳务示意图：

从图中可知，A、B、C 三个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了劳

务，而且相互之间提供的劳务较多，必须经过计算相互之间提

供的劳务价值后才能确定分配的顺序。茵

2007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中级会

计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谈到附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商

品的会计处理，并列举了例题来解释。例题如下：甲公司是一

家健身器材销售公司。2007年 1月 1日，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

一批健身器材 5 000件，单位销售价格为 500元，单位成本为

400元，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售价格为 2 500 000

元，增值税税额为 425 000元。协议约定，乙公司应于 2 月 1

日之前支付货款，在 6月 30日之前有权退回健身器材。健身

器材已经发出，款项尚未收到。假定公司根据过去的经验，估

计该批健身器材退货率为 20%；实际发生销售退回时有关的增

值税税额允许冲减；不考虑其他因素。

根据上述资料，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淤1月 1日发出

健身器材时，借：应收账款 2 925 000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2 5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25 000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 2 000 000元；贷：库存商品 2 000 000元。

于1月 31日确认估计的销售退回，借：主营业务收入 500 000

元；贷：主营业务成本 400 000元，应付账款 100 000元。盂2

月 1日前收到货款时，借：银行存款 2 925 000元；贷：应收账

款 2 925 0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 400 000元，应付账款 100 000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 000元。榆6月 30日发生销售退回，

实际退货量为 1 000件，款项已经支付。借：库存商品 400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5 000元，应付账款

1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585 000元。如果实际退货量为 800

件，借：库存商品 32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68 000元，主营业务成本 80 000元，应付账款 100 000

元；贷：银行存款 468 000元，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元。如果

实际退货量为 1 200件，借：库存商品 480 000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2 000元，主营业务收入100 000

元，应付账款 1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702 000元，主营业务

成本 80 000元。

笔者认为上述会计处理存在如下问题：

1.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

入》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淤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于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

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盂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榆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虞相关的已发生或

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上例中，甲公司根据以往的销

售经验估计了退货的概率为 20%，则企业在销售时收到该

20%货款的可能性小于 50%，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第榆

条———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所以企业在 1月 1

日将商品发出时就将全部售价 2 500 000元计入主营业务收

入是不正确的。

2. 违背了谨慎性原则。《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

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应当保

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在上例中，甲公司已经明确估计将要发生退货，因此针对这部

分商品的销售，根据谨慎性原则不应当确认收益，即不应高估

企业的收益。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的会计处理应为：

第一种情况，在 6 月 30 日之前未发生退货。淤1 月 1

日发出商品时，只按 80%确认收入和开发票。借：应收账款

2 340 0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000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 0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 1 600 000

元，发出商品 400 000元；贷：库存商品 2 000 000元。于1月

30日收到货款，借：银行存款 2 340 000 元；贷：应收账款

2 340 000元。盂6月 30日未发生退货，借：应收账款 585 000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85 000 元。借：主营业务成本 400 000 元；贷：发

出商品 400 000元。

第二种情况，在 6月 30日之前发生退货。淤、于步会计处

理同第一种情况。盂若 6月 30日有 10%的商品发生退货，借：

应收账款 292 5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250 000 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2 5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 000元，库存商品 200 000元；贷：发出商品 400 000元。茵

小议附销售退回条件的

销售商品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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