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付利息1 000元［1 000 000伊（9.6%垣0.5%原10%）］，属无效套

期，计入当期损益。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 000元；贷：银行存

款1 000元。

（3）2004年12月31日，按10%的固定利率支付第二年借款

利息100 000元，借：财务费用100 000元；贷：银行存款100 000

元。同时，根据利率互换协议，应按利率差0.3%［10%原（9.2%垣

0.5%）］收取利息3 000元，属有效套期，应计入所有者权益。

借：银行存款 3 000元；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3 000元。

（4）2005年1月1日，协议到期。借：被套期项目———银行借

款1 000 000元；贷：长期借款1 000 000元。同时归还借款，借：

长期借款1 000 000元；贷：银行存款1 000 000元。

3.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是指对境外经营净投资外汇风

险进行的套期。境外经营净投资，是指企业在境外经营净资产

中的权益份额。

例：甲公司是中国企业，拥有一家美国子公司，净投资额

为USD1 000万元，拟在2006年4月1日收回投资。为规避美元

汇率下降的风险，2005年10月1日，甲公司与某金融机构按6个

月的远期汇率USD1：RMB8.43签订了一项应付USD1 000万

元的远期合同。2005年12月31日，汇率为USD1颐RMB8.35；

2006年4月1日，汇率为USD1颐RMB8.25；另假定投资日汇率与

2005年10月1日的汇率一致，为USD1颐RMB8.45。则相关会计

处理如下：

（1）2005年10月1日，签订合同，将净外投资转入套期，

借：被套期项目———远期外汇合同84 500 000元；贷：长期股

权投资84 500 000元。

（2）2005年12月31日，套期工具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

有效套期的部分，应当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并单列项目反映。套

期工具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无效套期的部分，应当计入

当期损益。借：套期工具———远期外汇合同800000元［10 000000伊

（8.43-8.35）］；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800 000元。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00 000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800 000元；贷：被套期项目———长期股权投资1 000 000元

［10 000 000伊（8.45-8.35）］。

2006年4月1日，投资收回，同时合同到期，进行交割，借：

套期工具———远期外汇合同1 000 000元［10 000 000伊（8.35-

8.25）］；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1 000 000元。借：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1 000 000元；贷：被套期项目———长

期股权投资1 000 000元。借：银行存款———美元户82 500 000

元；贷：被套期项目———长期股权投资82 500 000元。借：银行

存款———人民币户84 300 000元；贷：套期工具———远期外汇

合同1 800 000元，银行存款———美元户82 50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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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是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对来自于国外的倾

销商品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国内外专家和学者从国家整体利

益的宏观角度对实施反倾销的成本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和

理论探索。但是，任何产业都有一个严密的产业链，对某一个

环节的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势必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平衡。从

微观角度来看，实施反倾销措施后企业购入此类产品的成本

会骤然增加，恰当处理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有

利于正确计算企业收益，合理评价企业绩效。如何公允、充分

地反映这类成本增加额，成了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

存货的采购成本一般包括采购价格、运输费、装卸费、保

险费、包装费、仓储费、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

理费用和按规定应计入成本的税金以及其他费用。商品流通

企业的商品采购成本包括采购价格、进口关税和其他税金等。

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采购成本的增加额是指由于上游企

业向国家申请反倾销调查，调查期间因采取临时征收反倾销

关税、最终裁定征收反倾销关税以及采取其他贸易保护措施

所增加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本文以工业企业为例，探讨在对中间产品实施反倾销措

施的条件下，企业对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额的

反倾销措施引致的

原材料成本增加及其会计处理

杨 悦 陈振凤 何海燕渊 博 士 生 导 师 冤

渊北 京 理 工 大 学 管 理 与 经 济 学 院 北 京 100081冤

【摘要】本文分析了反倾销措施下原材料成本增加额的具体构成，提出了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额的计量

方法和会计处理，以平滑企业利润和合理评价企业绩效。

【关键词】反倾销 成本计量 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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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处理。

一、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额的计量

无论是采取临时保护措施还是终裁措施，无论是征收反

倾销税还是作出价格承诺，只要国家实施反倾销贸易保护措

施，相应的产品价格就会立即上涨。那么，企业就需要对现在

的产品购入价格加以调整，以确定贸易保护带来的采购成本

增加额，其计算公式为：

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额=原材料的采购成

本-（非反倾销措施引致的成本增加率伊实施反倾销措施前平

均采购单价+实施反倾销措施前平均采购单价）伊本次采购

数量

非反倾销措施引致的成本增加率=（其他非应税产品当

期采购单价-其他非应税产品上一会计期间的平均采购单

价）衣其他非应税产品上一会计期间的平均采购单价

式中，非反倾销措施引致的成本增加率为通货膨胀、运输

成本增加、供应紧张等原因引致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增加率，可

以根据企业购入的其他非应税产品的价格变动来估计，选取

的非应税产品应与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产品类似。如果导致这

类成本增加的原因与反倾销措施是同时出现的，那么这类成

本可以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如果不是同时出现，那么这类成本

已经在“实施反倾销措施前平均采购单价”中反映出来，可予

以忽略。实施反倾销措施前平均采购单价为实施反倾销措施

前一个会计年度企业会计账面记录的该类原材料采购单价的

平均值。

二、确认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的条件

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与现有企业核算的成

本相比具有不确定性，其原因是由于反倾销措施有临时措施、

终裁措施、价格承诺等不同类型，不同的措施持续的时间不

同，很难准确估计。但是，仍能根据相关法律或文件进行推定，

除了要符合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外，反倾销措施

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还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导致采购成本增加的事项已经发生，这是成本确认的

首要条件。确定的关键是看采购总成本增加是否与反倾销贸

易保护相关。例如，商务部发布公告对某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

税，那么这种产品的采购总成本就会相应增加。而且，采购总

成本增加有较为明显的时间起点，即在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后，

该产品成本呈上升趋势。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就应确认为贸易

保护带来的采购成本增加额。

2. 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的金额能够合理计

量或合理估计。引起原材料采购成本增加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如通货膨胀、供应紧张、运输成本增加等。采购成本增加额中

由于反倾销措施引致的成本增加部分能否合理计量或合理估

计，是确认成本的第二个条件。对于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

本增加额可以通过上面提及的公式来计算确定。

三、反倾销措施引致采购成本增加的会计处理

1. 科目设置。工业企业在“原材料”科目下设置“待处理

倾销税损失”二级科目。该科目的借方登记当期反倾销措施

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库存存货对应的

尚未处理的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贷方登记

当期分摊到“营业外收支”中的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

加额。

2. 会计处理。

（1）购入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存货，以邻苯二酚为例。借：原

材料———邻苯二酚、———待处理倾销税损失（邻苯二酚），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

等）。

（2）企业发出原材料时，借：生产成本；贷：原材料———邻

苯二酚。

（3）期末转出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借：营业

外支出———倾销税损失；贷：原材料———待处理倾销税损失

（邻苯二酚）。

转出数额=本期呋喃酚的销售数量伊生产单位呋喃酚对

邻苯二酚的需要量伊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单位成本增加额衣反

倾销措施的持续期间

上式中，生产单位呋喃酚对邻苯二酚的需要量可以通过

成本会计的核算资料获得。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单位成本增加

额可以通过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额与采购数量

计算获得。

3. 财务会计报告中的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

目反映“原材料待处理倾销税损失”的期末余额，即：未处理

的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在利润表中，“营业外

支出”项目反映“营业外支出———倾销税损失”科目的本期发

生额，即已经处理的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

在附注中，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采购成本信息的披

露应包括企业对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加额的确认条

件、计量方法、会计处理过程，以及如此处理的理由及其对资

产和利润的影响数额。

实施反倾销措施后企业购入相应原材料的成本会骤然增

加，可以通过“原材料———待处理倾销税损失”科目单独核算

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增加额，并在实施反倾销

措施期间，通过期末合理分摊反倾销措施引致的采购成本增

加额，将分摊数额列入营业外支出，从而恰当反映企业当期生

产经营成果，合理评价企业绩效。本文的会计处理方法仅适用

于工业企业，并且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产品是该企业的直接上

游产品。另外，本文中反倾销措施引致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额的

计量方法和会计处理还有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推敲。

【注】本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渊项目编号院70573011冤

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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