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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库存的各种商品的实际成本(或进价)或计划成本（或售

价），包括库存产成品、外购商品、存放在门市部准备出售

的商品、发出展览的商品以及寄存在外的商品等。接受来料

加工制造的代制品和为外单位加工修理的代修品，在制造和

修理完成验收入库后，视同企业的产成品，也通过本科目核

算。企业（房地产开发）的开发产品，可将本科目改为

“1405 开发产品”科目。企业（农业）收获的农产品，可将

本科目改为“1405 农产品” 科目。二、本科目可按库存商品

的种类、品种和规格等进行明细核算。三、库存商品的主要

账务处理。（一）企业生产的产成品一般应按实际成本核算

，产成品的入库和出库，平时只记数量不记金额，期（月）

末计算入库产成品的实际成本。生产完成验收入库的产成品

，按其实际成本，借记本科目、“农产品”等科目，贷记“

生产成本”、“消耗性生物资产”、“农业生产成本”等科

目。产成品种类较多的，也可按计划成本进行日常核算，其

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可以单独设置“产品成本差异

”科目，比照“材料成本差异”科目核算。采用实际成本进

行产成品日常核算的，发出产成品的实际成本，可以采用先

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认定法计算确定。对外销售产

成品（包括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产成品），结转销售成本

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本科目。采用计划成

本核算的，发出产成品还应结转产品成本差异，将发出产成



品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二）购入商品采用进价核

算的，在商品到达验收入库后，按商品进价，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在途物资”等科目。委托外单位加工

收回的商品，按商品进价，借记本科目，贷记“委托加工物

资”科目。购 入商品采用售价核算的，在商品到达验收入库

后，按商品售价，借记本科目，按商品进价，贷记“银行存

款”、“在途物资”等科目，按商品售价与进价的差额，贷 

记“商品进销差价”科目。委托外单位加工收回的商品，按

商品售价，借记本科目，按委托加工商品的账面余额，贷记

“委托加工物资”科目，按商品售价与进价的 差额，贷记“

商品进销差价”科目。对外销售商品（包括采用分期收款方

式销售商品），结转销售成本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

目，贷记本科目。采用进价进行商品日常核算的，发出商品

的实际成本，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认定

法计算确定。采用售价核算的，还应结转应分摊的商品进销

差价。（三）企业（房地产开发）开发的产品，达到预定可

销售状态时，按实际成本，借记“开发产品”科目，贷记“

开发成本”科目。期末，企业结转对外转让、销售和结算开

发产品的实际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开

发产品”科目。企业将开发的营业性配套设施用于本企业从

事第三产业经营用房，应视同自用固定资产进行处理，并按

营业性配套设施的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

“开发产品”科目。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库

存商品的实际成本(或进价) 或计划成本(或售价)。1406 发出

商品一、本科目核算企业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但已发出商品

的实际成本（或进价）或计划成本（或售价）。采用支付手



续费方式委托其他单位代销的商品，也可以单独设置“委托

代销商品”科目。二、本科目可按购货单位、商品类别和品

种进行明细核算。三、发出商品的主要账务处理。（一）对

于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发出商品，应按发出商品的实际成

本（或进价）或计划成本（或售价），借记本科目，贷记“

库存商品”科目。发出商品发生退回的，应按退回商品的实

际成本（或进价）或计划成本（或售价），借记“库存商品

”科目，贷记本科目。（二）发出商品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时

，应结转销售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本科

目。采用计划成本或售价核算的，还应结转应分摊的产品成

本差异或商品进销差价。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

业发出商品的实际成本（或进价）或计划成本（或售价）

。1407 商品进销差价一、本科目核算企业采用售价进行日常

核算的商品售价与进价之间的差额。二、本科目可按商品类

别或实物管理负责人进行明细核算。三、商品进销差价的主

要账务处理。（一）企业购入、加工收回以及销售退回等增

加的库存商品，按商品售价，借记“库存商品”科目，按商

品进价，贷记“银行存款”、“委托加工物资”等科目，按

售价与进价之间的差额，贷记本科目。（二）期（月）末分

摊已销商品的进销差价，借记本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本

”科目。销售商品应分摊的商品进销差价，按以下公式计算

：商品进销差价率=期末分摊前本科目余额÷（“库存商品”

科目期末余额 “委托代销商品”科目期末余额 “发出商品”

科目期末余额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

×100% 本期销售商品应分摊的商品进销差价=本期“主营业

务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商品进销差价率企业的商品进销



差价率各期之间比较均衡的，也可以采用上期商品进销差价

率计算分摊本期的商品进销差价。年度终了，应对商品进销

差价进行核实调整。四、本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

库存商品的商品进销差价。1408 委托加工物资一、本科目核

算企业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各种材料、商品等物资的实际成本

。二、本科目可按加工合同、受托加工单位以及加工物资的

品种等进行明细核算。三、委托加工物资的主要账务处理。

（一）企业发给外单位加工的物资，按实际成本，借记本科

目，贷记“原材料”、“库存商品”等科目；按计划成本或

售价核算的，还应同时结转材料成本差异或商品进销差价。

（二）支付加工费、运杂费等，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需要交纳消费税的委托加工物资，由受托方代

收代交的消费税，借记本科目（收回后用于直接销售的）或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科目（收回后用于继续加工的），

贷记“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科目。（三）加工完成

验收入库的物资和剩余的物资，按加工收回物资的实际成本

和剩余物资的实际成本，借记“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科目，贷记本科目。采用计划成本或售价核算的，按计划成

本或售价，借记“原材料” 或“库存商品”科目，按实际成

本，贷记本科目，按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或售价之间的差额

，借记或贷记“材料成本差异”或贷记“商品进销差价”科

目。采用计划成本或售价核算的，也可以采用上期材料成本

差异率或商品进销差价率计算分摊本期应分摊的材料成本差

异或商品进销差价。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委

托外单位加工尚未完成物资的实际成本。1411 周转材料一、

本科目核算企业周转材料的计划成本或实际成本，包括包装



物、低值易耗品，以及企业（建造承包商）的钢模板、木模

板、脚手架等。企业的包装物、低值易耗品，也可以单独设

置“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科目。二、本科目可按周转

材料的种类，分别“在库”、“在用”和“摊销” 进行明细

核算。三、周转材料的主要账务处理。（一）企业购入、自

制、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并已验收入库的周转材料等，比照

“原材料”科目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二）采用一次转销

法的，领用时应按其账面价值，借记“管理费用”、“生产

成本”、“销售费用”、“工程施工”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周转材料报废时，应按报废周转材料的残料价值，借记“

原材料” 等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生产成本”、“销

售费用”、“工程施工” 等科目。（三）采用其他摊销法的

，领用时应按其账面价值，借记本科目（在用），贷记本科

目（在库）；摊销时应按摊销额，借记“管理费用”、“生

产成本”、“销售费用”、“工程施工”等科目，贷记本科

目（摊销）。周 转材料报废时应补提摊销额，借记“管理费

用”、“生产成本”、“销售费用”、“工程施工”等科目

，贷记本科目（摊销）；同时，按报废周转材料的残料价值

， 借记“原材料”等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生产成本

”、“销售费用”、“工程施工”等科目；并转销全部已提

摊销额，借记本科目（摊销），贷记本科目（在 用）。（四

）周转材料采用计划成本进行日常核算的，领用等发出周转

材料时，还应同时结转应分摊的成本差异。四、本科目期末

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在库周转材料的计划成本或实际成本以

及在用周转材料的摊余价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