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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5_AD_98_E8_c44_70990.htm 摘 要:本文试从存货计

价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选择对企业财务和纳税的影响

、对企业业绩评价的影响、对企业财务比率分析指标的影响,

以及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扩展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先

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会计核算 一、存货计价方法选择的范

围 企业的存货是不断流动的,在实际流转过程中,他的实物流

转顺序和成本流转顺序是不一致的,只要按照不同的成本流转

顺序确定已发出存货的成本和库存的成本即可。这样,就出现

了存货成本的流转假设,采用某种存货成本流转的假设,在期末

存货与发出存货之间分配成本,就产生了不同的存货成本分配

方法,即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各种存货发出时,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先进先出法

、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和后进先出法

等方法确定其实际成本。” 个别计价法是逐一辨认各批发出

存货和期末存货成本,因而只适用于容易识别、存货数量不多

、单位成本较高的存货计价。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广泛采用.加

权平均法和移动加权平均法是以平均数的形式对存货进行计

价,它既不反映存货的原始价值也不反映存货的现行市价。所

以这两种方法都不利于存货的管理,而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

法虽然计算工作量比较大,但是由于计算机在会计领域的应用,

这已不是弊端。相对来说,这两种方法比其他三种方法更合理

。 二、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选择对企业财务及纳税的影

响 目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伴随而来的通货膨胀是



必然存在的。价格持续上涨,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它造成了

一种现象即账面存货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先进先出法假

定先购进的存货先售出,这就意味着售出的产品成本是由期初

存货和最早购买的存货构成的。这样一来,发出存货的价值就

低于市场价值,产品销售成本偏低,虚增当期利润,加大所得税

费用的支出。而后进先出法的假定与先进先出法相反,它假定

后入库的先出库,这样,发出存货的价值就接近于现行价值,销

售成本不会降低,同时减少利润,降低所得税支出。 先进先出

法下的期末存货偏高,产品销售成本偏低,税前利润、所得税、

净利润偏高,现金流人量低,营运成本偏高。而后进先出法则相

反。可见,企业采用后进先出法就能合理地减少所得税费用。

如果企业最初采用先进先出法计价,在物价上涨时期改用后进

先出法时,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因为企业的存货品

种多,收发比较频繁,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无法合理地确定其累计

影响数,所以通常的存货计价方法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调整。 

后进先出法对于企业的业绩评价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于争创纳

税大户有知名度的大企业来说,他的纳税及企业的业绩是一个

最有说服力的广告牌子。所以他们不会太在意节约的所得税

支出,往往更加注重自己在消费者眼中的地位及政府对企业的

支持与扶植。这样的企业一般是不会选用后进先出法的。 先

进先出法恰好与后进先出法相反,它以常规顺序对存货发出进

行计价,这样就不会减少所得税支出,当然不会抹杀企业的净收

益,对企业的业绩评价很有利。对于小型私有企业来说,减少所

得税支出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所以小企业往往不会采用这种

方法而求助于后进先出法来达到减少费用支出的目的。 三、

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选择对企业财务比率分析指标的



影响 首先,不同存货计价方法对短期偿债能力、流动性比率分

析指标的影响。由于计价方法不同,导致存货账户余额的差异

将直接影响到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中的短期偿债能力及流动性

比率的分析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包括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

、营业周期、销售额与营运资本比等。以上指标都包含受存

货直接影响的项目:流动资产、产品销售成本、平均存货以及

营运资本。所以在先进先出法下,存货周转率偏低,流动比率、

存货周转天数以及营业周期偏高。而在后进先出法下则相反

。 其次,不同存货计价方法对企业获利能力比率分析指标的影

响。评价企业获利能力的指标主要有毛利率、净利率、普通

股每股收益等。这些指标都涉及到利润,所以,先进先出法会高

估企业的获利能力,后进先出法则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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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