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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Excel 制作先进先出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存货自动计价模型

【摘要】企业采用先进先出法及移动加权平均法进行存货成本核算繁琐且工作量大。本文针对这两种方法，介绍了利

用 Excel2007制作存货发出自动计价模型的方法。该方法借用函数与工具，在输入各批进货数量、单价及出库数量的条件

下，就能自动计算出存货的出库成本及结存成本，使存货成本核算的效率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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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时，可采用先进先出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等。企业

可以综合考虑存货的特点、实物流转方式和管理要求等，选择

适当的存货计价方法。本文针对先进先出法及移动加权平均

法，通过 Excel2007设计相应模型，不需编制程序，只借用函

数与工具，在输入各批进货数量、单价及出库数量的条件下，

就能自动计算出存货的出库成本及结存成本，使存货成本核

算的效率大为提高。

一、模型采用的主要函数与工具简介

本文中模型所用到的主要函数包括：淤OR（logical1，

logical2…），在其参数组中，任一参数值为TRUE，即返回TRUE；

只有当所有参数值均为 FALSE时才返回 FALSE。例：在某单

元格输入“=OR（D4=""，D4="入库"）”，如果 D4单元格为空

值或“入库”字样，结果为 TRUE，若为其他字符或公式，结果

为 FALSE。于 if（Logical_test，value_if_true，value_if_false），判断

Logical_test条件是否为真，为真则执行 value_if_true，为假则

执行 value_if_false。例：A1单元格输入“50”，A2单元格输入“=

if（A1>60，"及格"，"不及格"）”，结果 A2单元格内的值为“不

及格”。If函数非常有用，适用于多种假设前提的分支处理，并

且常是多层 if 函数嵌套使用。盂sumproduct（array1，array2，

2）”

其中：{0.03，0.1，0.2，0.25，0.3，0.35，0.45} 是各级税率；

{0，105，555，1 005，2 755，5 505，13 505}是各级速算扣除数。

MAX（（O4-3 500）鄢{0.03，0.1，0.2，0.25，0.3，0.35，0.45}

-{0，105，555，1 005，2 755，5 505，13 505}，0）即税前工资 O4

减去 3 500乘以各级税率再减去各级速算扣除数，这样得到

的是一个数组，在这个数组中取最大值，就是应缴的税。

此种方法下公式比较简单，如果税率不发生变化就不用

变更公式。

三、其他方法

此外，个人所得税的计算还可以利用Excel中的VLOOKUP

函数或 INDEX函数来进行，但二者都需要事先建立辅助数

据表，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利用 Excel中的 VBA 编辑器功能

也可以实现个人所得税的计算，但其编程程序对普通会计人

员来说很难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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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3…），返回相应的数组或区域乘积的和。例如：在 A1：A3

区域分别输入“1，2，3”，在 B1：B3区域内分别输入“2，3，4”，

在 B4单元格内输入“=sumproduct（A1：A3，B1：B3）”，B4单元

格内的计算实质为“=A1鄢B1+A2鄢B2+A3鄢B3”，结果值为

“20”。榆ROW（reference），返回一个引用的行号。例：在某单

元格内输入“=ROW（D4）”，结果为“4”。虞LARGE（array，k），

返回数组中第 K个最大值。例：在 A1：B3区域分别输入“3，4，

2，5，8，10”，在 B4单元格内输入“=LARGE（A1：B3，3）”，结果

为“5”；若输入“=LARGE（A1：B3，4）”，结果为“4”。愚offset

（reference，rows，cols，height，width），以指定的引用为参照系，

通过给定偏移量返回新的引用。例：在某单元格内输入“=

offset（E6，1，2）”，结果为 E6单元格往下移一行，往右移两列

后的 G7单元格内的值；若输入“=offset（E6，-1，-2）”，结果为

E6单元格往上移一行，往左移两列后的 C5单元格内的值。

舆sum（number1，number2…），计算单元格区域中所有数值的

和。余countblank（range），计算某区域中空白单元格的数目（空

白单元格包含值为空值的单元格，不含值为零的单元格）。

本文中模型所用到的主要 Excel方法与工具包括：淤数

据有效性工具。例：只允许 A1：A10区域内通过下拉菜单选择

“入库”或“出库”字样，输入其他则不允许并显示警告文字。操

作方法：选中 A1：A10区域，点击“数据”———“数据有效性”按

钮———“数据有效性”命令，在随后的窗体内选中“设置”标签

并在“允许”格内选择“序列”，“来源”格内输入“出库，入库”，

并在“忽略空值”和“提供下拉箭头”前的空格内打“姨”，最后

同时按“Shift+Ctrl+Enter”三键完成该单元格区域有效性设

置。于保护工作表。例：将 A1：A10区域定为非锁定区域，通过

使用“保护工作表”方法，非锁定区域为可输入区域，而其他区

域为不可选中及输入区域。操作方法：选定 A1：A10区域，点

击鼠标右键并选择“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选择“保护”标签，

去除“锁定”前空格内的“姨”，这样确定 A1：A10区域为非锁

定区。但要锁定或非锁定区域正式生效，需要点击“审阅”菜单

内的“保护工作表”命令，在随后的窗体中选择“保护工作表及

锁定单元格的内容”和“选定未锁定的单元格”，这样工作表被

保护，A1：A10 区域为可输入区而其他则为冻结不可输入

区。盂单元格绝对引用与相对引用。例：在 A4单元格内输入

“=sum（$A1：A$3）”，复制 A4单元格，并粘贴至 B5单元格，B5

单元格的公式为“=sum（$A2：B$3）”，前面加“$”的为绝对引

用，不随移动复制位置的改变而改变。

二、存货先进先出法的模型设计

1援 本模型的设计核心。先进先出法是以先入库的存货先

发出这一假设为前提，这样每批存货发出时的成本采用库存

中最早入库的单价计算，而每批存货发出后的结存成本则是

按库存中最后的入库单价计算。根据这一特点，本模型的设计

核心是先通过函数计算出每批存货发出后的结存成本，再用

出库前的结存成本减去本次出库后的结存成本得出本次的出

库成本。

2援 本模型的制作要点。本模型制作样式如表 1所示。在

存货明细账表格中的每一格都由两单元格合并而成，如“期初

结存”D7单元格由原 D7和 D8两单元格合并而成，其他类

似。而辅助数据区 O7：ALZ118 内则不合并。在 D9：D117 摘

要区域，只允许通过下拉菜单选择输入“入库”或“出库”，不允

许输入其他。在 E9：F117及 H9：H117出入库数量和入库单

价区域只允许输入大于等于零的小数（含整数），不允许输入

其他。设定 B9：F117及 H9：H117为非锁定区域，这些区域允

许输入数值变量，其他区域为锁定区域不允许输入数值变量，

由本模型统一制作相应公式函数。在存货明细账表格第一行，

输入 4月 1日期初结存数据，即结存数量为 200，单价为 60，

金额为 12 000。表 1中 7 ~ 12行的主要公式函数如下：G9单

元格内公式为"=IF（OR（D9="出库"，D9=""），""，E9鄢F9）”；

J9单元格内公式为“=IF（OR（D9="入库"，D9=""），""，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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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先进先出法模型（由于篇幅原因，T~ALX列及 23~116行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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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K9 单元格内公式为

“=IF（D9="入库"，K7+E9，IF

（D9 = ""，""，K7 -H9））”；N9

单元格内公式为“=IF（D9="

入库 "，ROW（D9）-7，""）”；

复制粘贴 N9 单元格后在

N11 单元格内公式为“=IF

（D11=" 入库"，ROW（D11）

-7，""）”；O9 单元格内公式

为“=IF （D9 = " 出库 "，

K9，""）”；O10单元格内公式

为“=IF（O9=""，""，F7）”；

O11 单元格内公式为“=IF

（$D11=" 出库"，IF（$K11<

OFFSET（$E$7，LARGE（$N

$7：$N12，O $2），0），$K11，

OFFSET（$E$7，LARGE（$N

$7： $N12，O $2），0）），""）”。

O12 单元格内公式为“=IF（O11=""，""，OFFSET（$F$7，

LARGE（$N$7：$N12，O$2），0））”。

M9单元格内公式为“=IF（D9="入库"，M7+G9，IF（D9=""，""，

SUMPRODUCT（O9：ALZ9，O10：ALZ10）））”。

P11 单元格内公式为“=IF（O11=""，""，IF（$K11>SUM

（$O11：O11），IF（$K11-SUM（$O11：O11）<OFFSET（$E$7，

LARGE （$N $7：$N12，P $2），0），$K11-SUM（$O11：O11），

OFFSET（$E$7，LARGE（$N$7：$N12，P$2），0）），""））”；P12单

元格内公式为“=IF（P11=""，""，OFFSET（$F$7，LARGE（$N

$7：$N12，P$2），0））”。

表 1中 E7单元格内输入结存数量 200，F7单元格内输入

单价 60，G7单元格内输入金额 12 000。为了后续公式函数编

制的方便，在此将这三个数字设置为白色字体，以避免视觉的

影响。表 1中，N列输入公式的作用是将入库记录按从小到大

的顺序作上相应数字标记，并且该标记也表示了从“期初结

存”的第 7行移动至标记行的移动行数。O列与 P列公式看

上去有些复杂，但其实质是将每次出库后的结存数量按从最

近入库数量至较远入库数量的顺序进行分解同时还列出对应

单价。例如，表 1中 4月 3日出库后的结存数量 350，经公式

处理后，分解为最近的入库数量 200及在上一批入库量中的

150，对应单价分别为 58及 60。将 G9 单元格复制粘贴至

G11：G117区域，同样，将 J9：K9及M9单元格复制粘贴至

J11：K117 及 M11：M117 区域。将 N9 单元格复制粘贴至

N11：N117，将 P11：P12 区域复制粘贴至 Q11：ALZ12，将

O11：ALZ12区域复制粘贴至 O13：ALZ118区域，这样这些被

粘贴区域也自动填上相应公式计算出结果值。在最后“期末结

存”行，在 E119单元格输入“=SUM（E9：E118）”，G119单元格

输入“=SUM（G9：G118）”，H119单元格输入“=SUM（H9：

H118）”，J119 单元格输入“=SUM（J9：J118）”，K119单元格输

入“=K7+E119-H119”，M119 单元格输入“=M7+G119-

J119”。最后，保护该工作表。

三、存货移动加权平均法的模型设计

1援 模型的计算公式。移动加权平均法是指每入库一批存

货，就以原有存货数量和本批入库存货数量为权数，计算一个

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并据以对其后发出存货进行计价的一种

方法。该方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移动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原有存货成本+本批入库存货

成本）/（原有存货数量+本批入库存货数量）

本批发出存货成本=本批发出存货数量伊最近的移动加

权平均单位成本

期末结存存货成本=本期结存存货的数量伊期末移动加

权平均单位成本

2援 移动加权平均法模型的设计要点。移动加权平均法模

型制作样式如表 2所示。在存货明细账表格中的每一格都由

两个单元格合并而成。表内明细账表格中的单元区域数据有

效性设置及锁定与非锁定区域设置与前述类似。表内 G9单

元格内公式为“=IF（OR（D9="出库"，D9=""），""，E9鄢F9）”；

I9单元格内公式为“=IF（D9="出库"，L7，""）”；J9单元格内公

式为“=IF（D9="出库"，H9鄢I9，""）”；K9单元格内公式为“=IF

（D9="入库"，K7+E9，IF（D9=""，""，K7-H9））”；L9 单元格内

公式为“=IF（D9="入库 "，（M7+G9）/K9，IF（D9="出库 "，

L7，""））”；M9单元格内公式为“=IF（D9=""，""，K9鄢L9）”。将

G9、I9：M9区域内的公式复制至 G11：G117、I11：M117区域。

“期末结存”所在的 119行内公式与前述类似，L119单元格内

公式为“=M119/K119”。最后保护整个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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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移动加权平均法模型（由于篇幅原因，21~116行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