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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企业应当在其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如由于存货

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使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应按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

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一、存货减值的所得税会计处理

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 企业存货当存在下列情况之

一时，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市价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

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2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

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3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

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而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又低

于其账面成本；4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

好改变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5

其他足以证明该项存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例：某

公司2001年库存产成品成本1000万元，预计进一步加工所需

成本200万元，预计销售所须交纳税金、费用300万元，预计

售价1400万元。该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库存产成品成

本=1000(万元) 可变现净值=1400－200－300=900(万元) 可变现

净值低于成本=1000－900=100(万元)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会计

分录： 借：管理费用 1000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1000000 期末

结转本年利润会计分录： 借：本年利润 1000000 贷：管理费

用 1000000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所得税处理 企业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金、长期投资减值准备金、

风险准备基金(包括投资风险准备基金)，以及国家税收法规



规定可提起的准备金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准备金，不得在税前

扣除，均应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仍以上例为例，该公司2001

年实现利润总额2000万元，其中，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0万元

，假设所得税税率为33％，所得税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并

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该公司2001年度所得税会计处理为： 

税前会计利润=2000(万元) 纳税调整数=100(万元) 应纳税所得

额=2000＋100=2100(万元) 应纳所得税额=2100×33％=693(万

元) 会计分录： 借：所得税 6930000 贷：应交税金一应交所得

税 6930000 年末，将“所得税”科目余额结转“本年利润”

科目 借：本年利润 6930000 贷：所得税 6930000 综上所述，会

计制度与税法在收益、费用或损失的确认和计量原则方面的

不同，而导致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按照税法

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制度

》规定，在会计核算时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在计算应交所得税时按照有关税收规定计算纳税。 二

、存货减值的增值税会计处理 企业当存在以下一项或若干项

情况时，应当将存货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1霉烂变质

的存货；2已过期且无转止价值的存货；3生产中已不再需要

，并且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4其他足以证明已无

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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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