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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B0_E6_9D_90_E6_c74_542263.htm 在物资采购核算中，

将材料已到达并验收入库，但发票账单等结算凭证未到，货

款尚未支付的采购业务，在各月末，按材料的暂估价值，借

记“原材料”科目，贷记“应付账款暂估材料款”科目，以

后用红字冲回，按正常程序记账。但某些公司，由于规模大

、采购业务繁多、人员频繁更换或管理混乱等原因，部分暂

估材料事项在以后未及时冲回，在收到发票账单等结算凭证

后又借记“原材料”、“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贷记“应付账款”，重复记账，造成存货和应付账款虚增

，日积月累，数额逐步增大，处理难度逐步增大。对于此会

计事项的处理，实务中主要有三种处理方法，下面笔者将对

各种方法进行分析，并明确自己的观点，与同仁们探讨。 一

、应付款项转入资本公积，原材料转入待处理财产损溢 此方

法是笔者与同行们探讨中得到的答案最多的处理方法，其理

论支持就是《企业会计制度》中关于应付未付的应付款项和

财产损失的会计处理都有明确的规定，方法如下： （1）借

：应付账款暂估材料款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2）借

：待处理财产损溢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贷：原材料 （3）借

：管理费用存货损失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

溢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无法支付或无需支付的应付

款项应计入资本公积，此处理方法貌似符合会计制度的要求

，实则不然。首先，此应付账款并非企业基于真实交易产生

的、形成了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当然无法取



得合法有效的不予支付的证据。其次，该应付款项的未支付

并未使企业的资产实质性增加，如果转入资本公积，所有者

权益虚增，造成会计报表项目失实，误导债权人或相关报表

使用人，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再次，从操作来看

，“应付账款暂估材料款”是一个综合性的科目，未核算到

各债权明细单位，凭证处理没有依据。最后，从税法看，无

法支付的应付款项应作为收入，在所得税申报表中调增应纳

税所得额，增加税负，使现金流出企业，影响企业的经营业

绩。 会计期末，为了客观地反映企业期末存货的实际价值，

一般通过盘点确认。存货盘点的结果如果与企业的账面记录

不一致，首先在“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

目反映；然后在会计期末查明原因，并根据企业的管理权限

，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办公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后

，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但实际上在操作中会遇到问题，

一是财务账面的原材料科目的数量金额无法与库房原材料实

际数量金额对应，清查无法人手，本就不存在的材料在盘点

过程中没有物的载体，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盘点表作为待

处理的证据。二是从税法角度看，此物资难以区分是正常损

失还是非正常损失。根据《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

力、法》的规定，正常损失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一律不再

审批，企业在有关财产损失实际发生当期申报扣除即可，而

非正常损失须经税务机关审批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因

此，由于事项的特殊性，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企业和税务

部门对于是正常损失还是非正常损失可能存在分歧，即使观

点一致，也难以提供有效证明。甚至更糟糕的是，按照《企

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力、法》，非正常损失当年未



报税务机关批准，则不允许企业在当年及以后年度抵扣；而

正常损失，虽少于审批这一程序，但也要在证据确凿后才在

损失发生当期扣除。如果未在财产损失当期及时申报，可能

招来税务机关偷漏税款的怀疑而给予处罚。增值税方面，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之规定，企业发生非正常损失的

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如果企业在

货物发生非正常损失之前，已将该购进货物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实际申报抵扣，则应当在该批货物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当期

，将该批货物的进项税额予以转出。由于该原材料本身就是

虚的，根本没有进项税可用于抵扣，因此，事实上也没有进

项税可转出，从法理上说不通。 因此，此方法与会计制度及

会计准则的精神不符，与税法的实质性课征精神不符。 二、

转入损益项目 既然按照上述方法处理困难重重，有种观点认

为，此问题的关键是“抹平”账务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存货和

应付账款暂估材料款，使资产负债表项目真实反映企业财务

状况就可以了。可考虑将存货与应付账款转入损益表项目。

由于存货项目和应付项目金额相当，不会对会计利润的真实

性产生多大影响。况且，此业务事项属于以前年度遗留问题

，应当进行追溯调整，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付账款暂

估材料款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

原材料 此处理虽然恢复了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真实性，不影响

会计利润，但处理没有政策依据。从税务的角度看，性质基

本同方法一：引起所得税纳税调整，申报依据和理由不充分

。虽然不影响会计利润，但税务机关对无正当理由的原材料

转入损益的部分可能不予承认。 三、作为会计差错更正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

正》的定义，会计差错指在会计核算时，由于计量、确认、

记录等方面出现的错误。重大会计差错指企业发现的使公布

的会计报表不再具有可靠性的会计差错。笔者认为，此业务

事项完全是由于确认、记录出现错误造成的，符合会计差错

的定义，按照此准则进行处理，既符合该业务事项的实质，

又符合会计准则的精神。如果企业此类事项所涉及的金额不

大，问题不严重，可以作为非重大会计差错处理；如果涉及

金额较大，问题较严重，应该作为重大会计差错处理，并在

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该差错形成的原因和更正方法，以及对

其他项目的影响金额。 作为凭证处理，笔者认为直接用红字

冲销就可以，即借记“应付账款暂估材料款”，贷记“原材

料”。如此处理同样会涉及税务问题，税务部门在税务检查

中会认为是隐瞒收入，逃避纳税义务，因此，笔者建议企业

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对此事项应提请企业

权力部门审批，并聘请注册税务师或注册会计师对该业务进

行鉴证，出具报告，作为有效的证明材料，以回避企业的税

务风险和会计人员的会计风险。 通过对此事项的三种处理方

法分析，笔者认为：（1）会计实务中在涉及到难点与热点问

题的处理时，在处理方法上仍然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

原则，而不能简单用会计科目去套用企业会计准则，形式上

对的实质上并不一定就对，例如第一种处理方法；（2）一定

要遵循基本的会计理论，要有理有据，脉络清楚，不能单单

追求账面和报表的所谓“整齐”，例如第二种处理方法；（3

）作为实务，一定要考虑会计处理对企业的影响和对会计人

员的影响，尽量使企业的成本损失降到最低，会计人员的从



业风险降到最低。笔者在与许多会计人员商讨此问题时，部

分会计人员就认为是简单的调整几笔分录，既不考虑税务问

题，又不向企业权力机构汇报，自作主张，随意调整，根本

就没有风险意识。对于一个会计人员来说，这是相当不谨慎

和危险的。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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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