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现行会计制度中物资采购业务的处理规定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针对物资采购业务常见的八种情形展开分析，

对规范其账务处理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关键词】制造业 物资采购 规范化 账务处理

吴君民渊教授冤 崔健波

渊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镇江 212003冤

制造业中物资采购成本一般要占产品成本的 50豫~70%，

其每节约 1%，则利润增加 5%~10%。可见，采购成本是成本控

制的关键。本文依据现行会计制度，结合制造业的特点，对物

资采购业务运作过程中常见的八种情形（详见下表）进行分

析，以便于控制采购成本。

一、会计制度的规定

“物资采购”（制造业企业为“材料采购”）是企业采用计划

成本法对未到或不入库存货进行日常核算所使用的会计科目。

“在途物资”是企业采用实际成本法对未到或不入库存货

进行日常核算所使用的会计科目。

“工程物资”科目核算企业为在建工程准备的物资的成

本。以实际成本加上增值税额计价，工程完工后剩余物资如转

作存货，可按实际或计划成本计价，借记“原材料”科目，按可

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科目，按转入存货的剩余工程物资的账面余额，贷记

“工程物资”科目。

二、会计制度规定存在的缺陷

会计制度对物资采购业务的规范尚不足：淤未考虑将计

划成本核算应用于工程物资。于未考虑“运费不与所购物资配

比计入”问题怎样处理。盂未考虑电算化条件下的存货业务个

性化处理。榆核算物资采购的方法现在较多推荐的是横线登

记法，其不足之处是款货两讫的业务未通过往来科目过渡，造

成往来账对账不易，且实务中付款往往并不具体对应于付哪

一笔货款，一一登记反而造成账务处理复杂化。虞月末暂估、

下月初红字冲销（简称“红冲”），一直反复到收到发票为止的

处理是繁琐、无谓的。愚未考虑未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

额，不利于准确反映往来账。舆暂估入账的物资在被领用时，

由于发票等结算单据未到，其所产生的材料成本差异由以后

产品负担，未计入领用当期的材料成本差异，如果金额较大，

产品成本就会被扭曲。

三、规范化账务处理

为加强管理、简化核算，工程物资可使用计划成本法来核

算。可通过“在建工程”科目来核算计划成本（不含增值税）。在

工程物资未用完、以计划成本转作企业存货时，不需重新换算。

运费未能及时计入应与之相配比的存货，在领用月以后

才计入时，金额如果较大，会影响物资的价格。为避免这种情

况，可考虑计算综合运费率，即以上一年度的采购运费总额和

物资采购总金额或总重量之间的比例乘以本次物资采购金额

或重量来暂估运费，以提高核算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在会计电算化已普遍为企业采用时，存货的个性化计价

成为可能。如，企业可根据存货在技术或经济方面的主要特

征，以 ABC分类法来对存货有区别地实施管理。A类材料品

种约占 5%耀 10%，金额约占 70%耀 75%，B类品种约占 15% 耀

25%，金额约占 20% 耀 25%，C类品种约占 65% 耀 75%，金额约

占 5%耀10%。在一个企业中，可考虑将计划成本法与实际成本

法并用，对 A、B两类存货实行计划成本法，以利于考核采购

部门的经营业绩，促使降低采购成本，对 C类存货以实际成

本法核算，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存货资金。

采用应付账款明细账全部登记法，可避免对账不易及复

杂化问题，同时可设置单据号并依据单据号来核算已入库的

物资采购成本。

将与供应商的往来统一挂在“应付账款”账下，可避免以

后不必要的区分往来单位究竟是挂在“应付账款”还是“预付

账款”账下，这样可减少查找工作量。

货到票未到的采购业务，在当月底暂估后，在下月初可不

用红字冲回，一直挂到收到发票等单据且入账，再红冲。

从重要性及谨慎性角度来说，如月末存在大量的暂估入

账材料，可考虑进项税额的暂估，其账务处理为借记“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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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或实际成本）、“递延税款———暂估进项税额”（价款按

17%或 13%及运杂费按 7%计算部分）科目，贷记“应付账

款———伊伊单位（暂估应付金额）”科目。

在材料成本差异金额大到会影响产品成本及定价时，发

票等结算单据如在结转完工产品成本、销售收入甚至损益结

转之前到，依据成本效益原则，在差异金额可区分、可确认、具

有重要性的情况下应转入相应的生产、产成品、销售成本。

现将依据《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所做的会

计分录及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的会计分录列示如下：

（一）在计划成本法下

情形 1：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物资采购，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月末，

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借（贷）：材料成本差异；

贷：物资采购。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应付账款———

伊伊客户；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借：物资采购，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月

末，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工程物资等），借（贷）：材

料成本差异；贷：物资采购。

情形 2：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物资采购，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于笔者

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应付账款———伊伊客户；贷：银行存款

（应付票据等）。借：物资采购，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

情形 3：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物资采购，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月末，借：

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借（贷）：材料成本差异；贷：

物资采购。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物资采购，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月

末，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在建工程等），借（贷）：材

料成本差异；贷：物资采购。

情形 4：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物资采购，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于笔者提

出的规范化处理与制度的处理相同。

情形 5：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预付账款———伊伊客户；

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月末暂估，借：原材料（包装物，低

值易耗品等）；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下月初红冲暂

估。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应付账款———伊伊客户；

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月末暂估，借：原材料（包装物，低

值易耗品，工程物资等），递延税款———暂估进项税额；贷：应

付账款———伊伊客户（暂估应付账款）。下月初不红冲，直到收

到发票等单据再红冲暂估。

情形 6：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预付账款———伊伊客户；

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借：物资采购；贷：应付账款———

暂估应付账款。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应付账款———

伊伊客户；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借：物资采购，递延税

款———暂估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暂估应付账款）。

情形 7：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

耗品等）；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暂估应付账款）。下月初

红冲。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

耗品，工程物资等），递延税款———暂估进项税额；贷：应付账

款———伊伊客户（暂估应付账款）。下月初不红冲，直到收到发

票等单据再红冲。

情形 8不需处理。

（二）在实际成本法下

情形 1：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

易耗品等），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

款（应付票据等）。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应付账

款———伊伊客户；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借：（原）材料（包

装物，低值易耗品，工程物资等），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

情形 2：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在途物资，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于笔者

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应付账款———伊伊客户；贷：银行存款

（应付票据等）。借：在途物资，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

情形 3：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

易耗品等），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应付账

款———伊伊客户。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原）材料（包

装物，低值易耗品，工程物资等），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

情形 4：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在途物资，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于笔者提

出的规范化处理与制度的处理相同。

情形 5：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预付账款；贷：银行存款

（应付票据）等。月末暂估，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

等）；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下月初红冲暂估。于笔

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应付账款———伊伊客户；贷：银行存

款（应付票据等）。月末暂估，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

品，工程物资等），递延税款———暂估进项税额；贷：应付账

款———伊伊客户（暂估应付账款），下月初不红冲，直到收到发

票等单据再红冲暂估。

情形 6：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预付账款；贷：银行存款

（应付票据等）。借：在途物资；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

款。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应付账款———伊伊客户；贷：

银行存款（应付票据等）。借：在途物资，递延税款———暂估进

项税额；贷：应付账款———伊伊客户（暂估应付账款）。

情形 7：淤依据制度的处理：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

易耗品等）；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下月初红冲暂

估。于笔者提出的规范化处理：借：（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

耗品，工程物资等），递延税款———暂估进项税额；贷：应付账

款———伊伊客户（暂估应付账款）。下月初不红冲，直到收到发

票等单据再红冲暂估。

情形 8不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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