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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7_BA_A7_E8_c44_70646.htm 第四章 存货第一节 存

货概述 存货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耗用而储存

的各种资产，包括原材料、辅助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

、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库存商品等。 一、存货的范围 

存货范围确认的标准是企业对货物是否具有法人财产权（或

法定产权）。凡在盘存日期法定所有权属于企业的所有物品

，不论其存放在何处或处于何种状态，都应视为企业的存货

；反之，凡是法定所有权不属于企业的物品，即使存放于企

业，也不应包括在本企业的存货范围中。例如，按照合同规

定已经开出发票售出，其所有权已经转移的物品，即使货物

尚未运离企业，也不能确认为本企业的存货。 二、存货数量

的确定方法 企业确定存货的实物数量有两种方法：实地盘存

制（又称定期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又称账面盘存制）。

在我国实际工作中，存货的核算一般采用永续盘存制。但不

论采用何种方法，前后各期应保持一致。 第二节 存货的取得

价值存货入账价值的确定，是存货会计的一个重要内容。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各种存货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

成本记账”。这表明我国存货入账价值的确定，应遵循历史

成本原则，以实际成本作为存货入账价值的基础。原因在于

：实际成本是基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的，具有客观性

和可验证性；可以反映企业取得存货时实际耗费的成本，在

难以确定存货的销售价格时，实际成本还可以代替可变现净

值。 确定存货的入账价值，就是要解决哪些支出应计入存货



成本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企业无论从何种途径取得的存货

，凡与存货形成有关的支出，均应计入存货的成本之内。实

务中，存货历史成本的构成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1、购货

价格 购货价格是指企业购入存货的买价。通常，企业购入的

各种存货，应根据发票金额，确认购货价格。在发生购货折

扣的情况下，购货价格指已经扣除商业折扣但包括现金折扣

的金额，供货者允许扣除的现金折扣，不抵减有关项目的成

本。在允许扣取折扣的期限内取得的现金折扣，作为理财收

益，冲减当期财务费用。如果没有现金折扣，存货的购货价

格就是发票金额。 2、购货费用 购货费用是指除购买价格之

外，企业购入存货在入库以前所需要支付的各种费用。购货

费用包括两部分： （1）外购存货入库前发生的除购买价之

外的合理费用，包括购入存货发生的包装费、运杂费、挑选

整理费用等，即采购费用； （2）存货入库后到出库以前发

生的必要支出，包括仓库租金、保管费用等，即仓储保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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