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窑 窑阴

（105万元），每期应税收入=每期合同利息收入=当期现金流

入=8万元。但最后一期收回本金时的情况例外，收回本金后

其计税基础变为 0，且最后一期的应税收入=最后一期现金流

入 108万元（合同利息 8万元+本金 100万元）扣除初始购入

成本 105万元=3万元。

3援 会计准则与税法处理差异分析。因会计准则与税法规

定存在差异，导致 A债券投资在持有期间的前 4 年（2011 耀

2014年）年末的账面价值均小于其计税基础，即导致了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发生，并进而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产生。

随着债券在第 5年年末到期并终止确认，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得以全额转回，从而使得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也

得以悉数转回。具体分析与计算过程详见表 3。

表 3中，a、c两列数据分别来源于表 1中的 g列及 d列数

据，b、d两列数据分别来源于表 2中的 b列及 c列数据。

通过对表 3中 c、d两栏数据的分析可知，尽管会计准则

与税法确认的每一期利息收入都存在差异，但其总数却相等，

都等于 35万元。表 3中最后一栏（g栏）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

额最后一年（2015年）为负数，代表递延所得税资产在前 4年

（2011 耀 2014年）的累计发生额在最后一年全额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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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11援1援1

2011援12援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合 计

账面价
值（a=
摊余成
本）

105.00

104.13

103.19

102.20

101.14

0.00

-

会计确
认收入
（c=实
际利息
收入）

-

7.13

7.07

7.00

6.94

6.86

35.00

应税收
入（d=
合同约
定收
入）

-

8.00

8.00

8.00

8.00

3.00

35.00

可抵
扣暂
时性
差异
（e=
b-a）

0.00

0.87

1.81

2.80

3.86

0.00

-

递延所得
税资产余
额（f=e伊
所得税税
率25%）

0.00

0.22

0.45

0.70

0.97

0.00

-

本期递延
所得税资
产发生
（转回）额
（g=f-上
期f）

-

0.22

0.23

0.25

0.27

-0.97

0.00

表 3 A债券财税处理差异及相关递延所得税计算

计税基
础（b=
初始成
本）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0.00

-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业成本法（ABC）已被广泛应用到

存货管理中，本文试将 ABC应用到存货的会计计量中，通过

规范存货的会计核算，提高存货的管理水平，以达到提高企业

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目的。

一、基于 ABC的存货计量的基本原理

在企业存货的会计计量中使用 ABC，目的在于分清存货

的主次关系，识别出存货种类中少数的但对企业生产经营起

决定性的存货和多数的但对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存货，使会

计集中精力抓住重点项目进行管理，做到用最少的人力、物

力、财力实现最好的管理效益。

一般企业可以根据各种存货的资金占用额占总占用额的

比率将存货分为 A、B、C三种：淤A类存货，是重点存货控制

对象，该类存货种类少（通常为所有存货的 10%左右）、金额高

（占存货总值 65%左右），对企业极为重要，因此对于 A类存

货宜采取精细计量的方法，保证核算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可靠

性，以提供完备、准确的会计信息，为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于B

类存货，介于 A类和 C类之间，金额占资金总占用额的 25%

左右，数量通常占存货总量的 25%左右，属于次重要的存货。

对于这类存货的管理，在会计核算上宜保持正常的记录，并定

期核对，保证记录的准确。盂C类存货。该类存货种类多（通常

占 65%左右，是存货的大多数）、金额少（存货总值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只占 10%左右），对企业的重要性最低，因而被视为不

重要的存货，会计计量上可采取简化的方法，以减少会计计量

的工作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

二、对存货实行 ABC分类的基本程序

对存货进行分类是实现 ABC分类计量的前提，判断存货

基于 ABC分类的存货会计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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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存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流动资产，它的正确计量对于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具有重大影响。本文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的规定，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角度出发，探索作业成本法（ABC）在

存货会计计量中应用的程序和方法。

【关键词】存货计量 ABC 存货管理 存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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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的根据是各种存货的资金占用水平。对于初次外购、加工

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由于没有历史资料，可根据企业发展

战略、经济合同、存货历史价格等资料，分析存货的资金占用

额将达到的程度。对有历史数据的存货，可以根据其历史资

料，结合企业发展规划等进行判断。

1. 收集数据并计算整理。对存货的资金占用额及其占总

资金占用额的比率进行计算，以了解哪些存货占用资金多，以

便实行重点管理。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加工，并按要求进行计算，

包括计算特征数值、特征数值占特征总数值的百分比、累计百

分比、因素数目及其占总因素数目的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2. 根据一定分类标准，列出 ABC分类表。人们习惯上把

主要特征值的累计百分比达 70% 耀 80%的若干因素称为 A

类，累计百分比在 10% 耀20%区间的若干因素称为 B类，累计

百分比在 10%左右的若干因素称为 C类。

3. 绘制 ABC分析图。以累计因素百分比为横坐标，累计

主要特征值百分比为纵坐标，按 ABC分类表所列示的对应

关系，在坐标图上取点，并联结各点成曲线，即绘制成 ABC

分析图。除利用直角坐标绘制曲线图外，也可绘制成直方图。

通过以上程序，基本上可以确定各种存货的归属类别。

三、存货的初始计量

企业在日常核算中可对各类存货采取不同的核算方法。

如对 A类存货采取实际成本法进行核算，以提供准确、及时、

明细的资料，而对 C类存货，采取简化的核算办法，通过“材

料成本差异”或“产品成本差异”科目将材料或产成本的计划

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以减少核算的工作量。

企业的采购成本指物资从采购到入库前所发生的全部支

出，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

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对 A类存货，通过设置必

要的明细科目进行各种采购费用的及时归集和核算。而对 C

类存货，可以采取简化的办法，将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

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先进行归集，期末

按照所购商品的存销情况进行分摊。

企业通过加工取得的存货，主要包括产成品、在产品、半

成品、委托加工物资等，其成本由采购成本、加工成本构成。对

此类存货中的 A类存货，通过对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的各个

项目如职工薪酬、折旧费、办公费、水电费、机物料消耗、劳动

保护费、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等进行明细分类计量，

以加强管理；对 C类存货可采取简化的计量方法。

四、发出存货的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CAS1）的规定，企

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

出存货的实际成本。企业应当根据各类存货的实物流转方式、

企业管理的要求、存货的性质等实际情况，合理地确定发出存

货成本的计算方法及当期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个别计价法，是一种比较普遍应用于发出存货的计价方

法，该方法确定的存货成本最为准确，因此它对 A类存货和

不能替代使用的存货更为适用。

先进先出法，是指根据先入库先发出的原则，对于发出的

存货以先入库存货的单价计算发出存货成本的方法。该方法

对发出的材料和结存要逐笔进行计价并登记明细账，核算比

较烦琐，一般不适于对 C类物资的计量。

移动加权平均法，是指以每次进货的成本加上原有库存

存货的成本，除以每次进货数量与原有库存存货的数量之和，

据以计算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再以此为基础计算当月发出存

货的成本和期末存货的成本的一种方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比

较适用于 B类存货的计量。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是指以本月全部进货数量加上月

初存货数量作为权数，除以本月全部进货成本加上月初存货

成本，计算出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再以此为基础计算本

月发出存货的成本和期末存货的成本的一种方法。月末一次

加权平均法只在月末一次计算加权平均单价，比较简单，有利

于简化成本计算工作，但由于平时无法从账上提供发出和结

存存货的单价及金额，因此不利于存货成本的日常管理与控

制。该方法比较适用于对 C类存货的计量。

五、期末存货的计量

根据 CAS1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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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对期末存货计价时，其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的比较有三种方法，

即按单个存货、分类存货或全部存货作为比较的基础。

单项比较法，是将库存中每一种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逐项进行比较，每项存货都取较低数字确定存货的期末价

值；分类比较法，是指按存货类别的成本与相同类别的可变现

净值进行比较，每类存货取其较低数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总

额比较法，是指按全部存货的总成本与全部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总额进行比较，比较低数作为期末全部存货的价值。

根据 CAS1的规定，存货跌价准备应按单个存货项目的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每项存货都取较低数字确定存

货的期末价值。为准确反映存货的实际状况，对于 A类和 B

类存货，企业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而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 C类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六、存货的盘点和盘盈、盘亏及毁损的处理

根据 CAS1的规定，存货应当定期盘点，每年至少盘点一

次。盘点结果如果与账面记录不符，应于期末前查明原因，并

根据企业的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厂长）会

议或类似机构批准后，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

企业存货发生盘盈、盘亏及毁损，一般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盘盈的存货，应冲减当期的管理费用；盘亏的存货，

在减去过失人或者保险公司等赔款和残料价值之后，计入当

期管理费用，属于非常损失的，计入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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