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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5_E5_A4_96_E4_c43_520548.htm 一、对于采购退货的

处理 对于采购退货，国内会计一般会根据采购价格，贷记“

原材料”，借记“应付帐款”，同时调整退货原材料的单位

成本。只要退货材料的单价不等于库存中的材料单位成本，

则退货会引起库存单位成本的变化。例如，库存中B材料的数

量为10个，单位成本6元，以单价10元采购10个，则B材料的

单位成本变为8元，总成本20*8=160元。由于某种原因将刚刚

采购的材料退货，则库存中的B材料恢复为10个*6元=60元。

如果退货时库存中数量较少时，就可能出现负数的单位成本

。例如，如果B材料发生退货时的库存数量为12个，单位成本

为8元，则10个B材料退货后的单位成本是（12*8-10*10）/2=-2

元。 在ERP软件中发生采购退货时，按采购价格减少“应付

帐款”，但按当前库存的单位成本减少库存材料成本，差额

记在“库存调整”科目中。例如，库存中B材料的数量为10个

，单位成本6元，以单价10元采购10个，则B材料的单位成本

变为8元，总成本20*8=160元。由于某种原因将刚刚采购的材

料退货，则库存中的B材料单位成本仍然为8元，记帐方式是

借记“应付帐款”10元*10个=100元，贷记“原材料”8元*10

个=80元，20元的差额贷记在“库存调整”上。 从表面上看

中国会计的记帐方式好像十分合理，在总金额上也相当准确

，但当材料的库存数量较少时，容易出现异常的材料成本，

并且处理复杂。而ERP软件的记帐方式的特点是处理简单，

其依据是认为采购退货出现的机会比较小，退货价格与库存



单价的差距比较小，记录在“库存调整”科目下的差额也比

较小，不必做复杂的处理。 二、对于产成品的成本核算 中国

财务进行成本核算的方式是，月底计算出全月的材料费、工

人工资、水电费、折旧费等各种成本总额，统计全月产成品

和半成品产量，将总成本按一定成本分配办法向产成品和半

成品中分摊，全部分摊干净。这种手工分摊的成本核算方式

表面上看来比较精确，因为没有留下余额。但这种方法比较

粗放，工作量也比较大，往往只能分摊到产品大类，无法精

确核算具体的某种产品的成本。并且在时间上比较滞后，月

初或月中时无法及时获得产品的相对准确的成本数据，是“

事后算帐”的一种成本核算方式。 在ERP软件中的成本核算

是一种自动计算的成本核算方式，每次产成品入库时，软件

会自动计算出产品的成本，是一种实时的成本核算方式

。ERP软件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原来，ERP软件对工厂的生

产车间进行了细分，划分了许多工作中心，每个工作中心都

有一些相应的费率设定，当某种产品流过某个工作中心时，

软件会自动计算产品在每个工作中心花费的加工时间，从而

计算出产品在这个工作中心上分摊的人工费、制造费，当产

品流过一系列工作中心最后完工时，将各个工作中心上分摊

的成本累加起来，再加上材料费，就计算出了这个产品的成

本。这种成本核算是一种“实时算帐”的核算方式。采用这

种成本核算方式，可以计算出最明细产品的成本。当然采用

这种成本核算方式对工作中心划分的科学性、工作中心费率

设定的准确性的要求都比较高，需要有经验的ERP专家的指

导。 三、对于“货到票未到”的处理 所谓“货到票未到”是

指企业在采购过程中，采购的原材料先到达企业，而采购发



票要滞后一段时间才到。对于这种情况，中国企业会计处理

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不入帐，另一种是月底“暂估入

库”，月初“红字冲回”。对于第一种方式，财务部门的处

理比较简单，并可以通过财务与仓库的对帐来体现“货到票

未到”的数量。由于财务帐无法正确反映企业的库存情况，

容易造成帐实不符，并且如果允许车间领用未记财务帐的原

料，则财务的原材料帐上容易出现红数（即库存数量为负数

）的情况。 对于被广泛使用的第二种方式，虽然在数量上不

会出现红数，但当库存数量比较少时，容易造成库存成本的

异常。例如某企业原料A的库存数量为0，采购了100吨，入库

时单价暂估为100元/吨，车间生产领用了95吨，按单价100元/

吨记帐。第二个月采购发票送达，单价90元/吨，则剩余5吨

的单价是（90元*100吨-100元*95吨）/5吨=-100元/吨。也就是

说如果谁领用剩余的5吨原料，每吨要倒找100元。在这种情

况下，必然会影响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在ERP软件中体现的

西方会计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它认为“货到票未到

”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并为这种情况专门设定了一个帐

户，称为“应付凭证”。当采购的原料入库时借记“原材料

”，贷记“应付凭证”，当采购发票到达时借记“应付凭证

”，贷记“应付帐款”。即使货与发票同时到达，也同样按

上述方法记帐。“应付凭证”的月底余额在贷方，表示“货

到票未到”的总金额。 发票到达后，如果发票金额与记帐金

额不符，则并不调整“原材料”科目，而是将差额记在一个

专门的科目“库存调整”上。“原材料”与“库存调整”科

目的结合就能反映企业的实际库存金额。这有点类似于计划

成本计价法，但原材料的单位成本又是采用移动平均的，只



不过采用的单价有时是估价的。 采用这种方法的依据是认为

估价与实际价格相差不大，从整个原材料库存或长期看，“

库存调整”科目的总余额接近于0.采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

会引起原材料成本的异常，处理也比较简单。但一般情况下

，所有原材料的单位成本乘以数量后的总额，与原材料科目

的余额存在差异。 国内的会计往往不能接受这种计价方法，

也不能接受软件的计算结果。所以ERP软件的“原材料”科

目余额和原材料的单位成本不被会计记帐采用，而仅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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