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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定义之修正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中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非常模糊，未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而持有存货

目的不同，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也不同。因此，本文尝试对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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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简称“存货准则”）规

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

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

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

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教师的实际课堂讲授中，学生普遍感

到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前后矛盾，令人无所适从。笔者

认为，存货准则中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非常模糊，容易

导致误解，因此本文尝试对其进行修正。

一、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存在的问题

存货准则规定，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该定义说明对于所有的存货，其可

变现净值的定义都是相同的，这是一个统一的期末存货可变

现净值的定义。而存货准则又分别对持有存货目的不同的两

种存货讲解了不同的可变现净值，这就产生了前后矛盾，到底

该定义是一个统一的定义，还是需要分情况？

确定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应当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

之一是要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根据存货的定义，企业持有存

货有两个基本的目的，即持有以备出售和持有继续加工或耗

用。持有存货的目的不同，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也

不尽相同。

若持有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由于持有目的不是现

在出售，而是准备加工成产成品、商品再出售，该材料存货的

价值将体现在用其生产的产成品上，因此可变现净值定义中

“存货的估计售价”不是指该材料存货的目前估计售价，而是

指用该材料存货加工成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该待加工的材

料要加工成可随时出售的产成品必须发生一定的成本，而该

部分将要发生的成本可以根据与该企业产品或商品相同或类

似商品的生产成本资料估计出来。所以在确定该类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时，必须要把它们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扣

除。如此一来，该类存货期末的可变现净值可以阐述为“在日

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因此，若企业持

有需要加工的材料存货，在确定该类存货的期末可变现净值

时，存货准则对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是准确的，毫无

问题。

但是若持有存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如产成品、商品和准

备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材料存货，那么，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这类存货中产成品、商品已经全部完工，而

对于随时准备出售的材料存货，由于企业已经不再需要，虽

未完工，但已经准备随时出售，所以根本不可能还要发生“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更不可能要从“存货的估计售

价”中扣除。因此，若企业持有准备随时出售的产成品、商品和

材料存货，在确定该类存货的期末可变现净值时存货准则对

可变现净值的定义是不准确的。

由此可见，存货准则对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的表

述是有问题的。持有存货的目的不同，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

确定方法也不同。对于持有需要继续加工的材料存货，存货准

则对该类存货的期末可变现净值的定义是准确的，但是，对于

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商品、材料存货，存货准则对该类存

货的期末可变现净值的定义是不准确的。所以，存货准则中期

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比较狭隘，只适用于持有需要继续

加工的材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并不适用于持有以备

出售的存货，必须对其进行修正。

二、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修正

存货准则里关于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含糊不清。

对于持有存货目的不同的两种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

算截然不同，但是二者在存货准则里的可变现净值的定义却

相同。这说明存货准则里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是不准

确的，应该对其进行修正。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笔者认为应修

正为：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或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该定义前面一部分适用于持有以备出售的

存货，后面一部分适用于持有需要继续加工为产成品的材料

存货。

经过这样的修正，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就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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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产生歧义。对于持有目的不同的存货，不管对于持有目的

是为了以备出售的产成品、商品和材料等商品存货，还是持有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经过修正后的期末存货可变现净

值的定义对于二者都适用，可分别理解为：持有目的是为了以

备出售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是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

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持有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

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是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

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以下笔者分别持有以备出售的存货和持有需要继续加工

的材料存货举例说明：

例 1：2009年 9月 1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不可

撤销的销售合同，双方约定，2010年 2月 10日，甲公司按每

台 125万元的价格（不含税）向乙公司提供 A型设备 60台。

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库存 A型设备 60台，每台单位成

本 98万元，总成本为 5 880万元，销售 A型设备估计每台会

发生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2万元。2009年 12月 31 日，A

型设备的市场销售价格为每台 120万元，请确定资产负债表

中 A型设备的价值。

经过分析，2009年 12月 31日，要确定资产负债表中 A

型设备的价值，需计算其可变现净值。然后再根据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法，选择其中较低者作为资产负债表中 A型设备

的价值。

A型设备属于持有以备出售的存货，根据本文修正过的

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其可变现净值是指估计的售价

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的金额。根据存货准则中

对存货估计售价的规定，只要销售合同订购的数量大于或等

于企业持有的存货数量，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而不

是以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等后的金额确

定。本题中，A型设备是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而且

持有数量为 60台，与销售合同所订购数量相等，此时与该

销售合同直接相关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

计量基础，即应以合同价格每台 125 万元为估计售价。因

此，A型设备的可变现净值=125伊60-2伊60=7 380（万元）。而

其成本为 5 880万元，其成本小于可变现净值，所以 2009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中 A型设备的价值仍然应当为 5 880

万元。

例 2：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库存原材料（C材料）的

账面价值（成本）为 600 000元，市场购买价格总额为 550 000

元，假设不发生其他购买费用。由于 C 材料的市场销售价

格下降，用 C材料生产的 D型机器的市场销售价格总额由

1 500 000元下降为 1 350 000元，但其生产成本仍为 1 400 000

元，将 C材料加工成 D型机器尚需投入 800 000元，估计销

售费用及税金为 50 000元。确定 2009年 12月 31日资产负

债表中 C材料的价值。

根据以上资料，从持有存货目的来说，甲公司库存的 C

材料属于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根据本文修正过的期末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C材料可变现净值是指估计的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由于持有该材料的目

的是用于生产产成品，而不是马上出售，该材料存货的价值将

体现在用其生产的产成品上，它是否发生减值与其目前的状

态没有一点关系，完全要看用它生产的产成品是否减值。因此

在确定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我们不用

比较该材料目前的售价和成本，也不能用该材料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与其成本比较，而需要用以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

净值与该产品的成本进行比较，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法，如果该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说明用该材料生产

的产成品没有减值，所以该材料存货就没有发生减值，则该

材料仍然应当按其成本计量，此时不需计算其可变现净值；

如果该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说明用该材料生产的

产成品发生了减值，所以该材料存货就发生了减值，则该材料

应当按其可变现净值计量，此时才需计算其可变现净值。

此题中，由于 C材料属于需要继续加工的材料存货，确

定它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必须用以 C材料生产的产成品

是否减值来判断 C材料是否减值。而用 C材料生产的 D型

机器属于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可以根据修正过的期末存

货可变现净值的定义进行计算。首先，计算用该原材料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D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D型机器

估计售价-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1 350 000-50 000=1 300 000

（元）。其次，比较 D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与成本。因为 D型机

器的可变现净值 1 300 000元小于成本 1 400 000元，说明 D

型机器发生了减值，D型机器的减值直接导致了 C材料的减

值，因此 C材料应当按其可变现净值计量。最后，计算该原材

料的可变现净值，并确定其期末价值。C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D型机器的估计售价-将 C材料加工成 D型机器尚需投入

的成本-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1 350 000-800 000-50 000=

500 000（元）。因为 C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500 000元小于成本

600 000元，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C材料在 2009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上的期末存货价值应为其可变现净值

500 000元。

通过以上两道例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持有以备

出售的存货和持有需要继续加工的存货，二者的期末存货可

变现净值的计算完全不同。主要是因为持有目的不同的存货，

其期末可变现净值的定义不同，存货准则却对所有存货都给

了一个统一的定义，这是不合理的。而经过修正后的期末存货

可变现净值的定义，对持有目的不同的存货分别给了不同的

定义，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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