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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4_BC_81_E4_c47_80627.htm 市场法是现阶段评估工

业企业产成品时一种极为常用的方法，它是指按不含价外税

的可接受市场价格，扣除相关费用后计算被评估产成品评估

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评估值=不含税出厂单价×库存数量

×（1-销售税金率-销售费用率-所得税率）笔者以为在运用此

公式进行工业企业产成品评估时应关注以下几个环节：一、

对产成品总体价值进行初步判断这一步骤可通过对企业利润

表进行观测分析来实现。1．企业本年度有较大的利润，一般

可认为本次产成品评估应有一定程度的增值，但是如果期后

经营环境（销售价格或销售量）有重大变化，并且该因素可

量化，应该在评估值中予以体现；若不能量化，需在期后重

大事项中予以披露。2．企业本年度有微利、无利润甚至有较

大的亏损，则应结合以前年度销售情况进行分析：(1)若企业

利润率的变动是由于销售量的萎缩导致单位产品固定成本分

摊过大，则本次产成品评估应有较大幅度的减值，因为基准

日账面上列示的产成品账面余额不是正常的产成品成本概念

，而且可以认为基准日产成品的期后变现都将成为问题，评

估中可取实际销售价格扣除销售费用作为评估值，不应考虑

扣除亏损，因为扣除亏损意味着调高评估值，而这种调高意

味着产成品销售损失的不确定性，只会加大评估的风险。(2)

若企业利润率的变动是由于本年度产品销售价格大幅度下降

所致，则应考虑期后产品销售价的情况，若有回升，可以正

常产品评估标准考虑，即取价时可适当加权期后回升价格；



若无回升，应考虑已积压变现产品标准评估，评估中可考虑

只扣除销售费用，但不应考虑扣除亏损或利润，这有可能和

最终的评估值相矛盾，不扣除亏损原因同(1)。(3)若本年的销

售量无较大幅度的下降且毛利率较高，利润率下降系三项费

用比率过大所致，则应对对应期间费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若会计报表中列示的费用并不合理，需进行适当的调整，具

体评估中可逐项分析三项费用的构成情况，剔除一些不合理

的费用，将产成品评估进行调整；若对特定评估主体资产占

有方来说，较大金额的三项费用是必须的，则应用三项费用

比例进行评估计算，而不应考虑以行业平均费用率来代替，

因为这是对特定主体的评估。二、对销售产品的结构和销售

价格水平进行分析一般在操作过程中往往选取过去两年大类

产品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作为计算销售毛利率以至最终计

算所得税利润率的依据，但是必须考虑到其实际隐含的一个

重要的前提：过去两年的大类产品销售结构无重大变化，且

销售结构类似于期末产成品的结构。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

那么可以认为该收入成本、费用比率与未来销售的产品无对

应关系。在实际操作中可用如下思路加以判断：关注过去若

干年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和期末产成品的金额，因为固定资

产的价值代表的是企业的生产能力，而期末产成品的金额可

以作为企业销售能力的一个侧面依据（判断其是否有积压）

，如果两个指标在选用测算年度内无重大变动，基本可判定

企业的生产结构和销售结构无重大变动。当然这一判断的前

提是应剔除非正常的产成品，同时假设企业为了不让畅销产

品断销而库存较多的该种产品。若经观察、判断，两块产成

品的构成比例有重大差异，则应对该销售收入成本进行权数



调整。对销售价格水平的判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

实务中曾经有这样一个企业，去年的毛利率大大高于本年的

毛利率，究其原因为本年电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所致，这

时若评估以两年的利润表分析为准，而销售价格则取基准日

前后的价格，两者之间就不存在配比关系，因此，就不应考

虑去年的财务数据。三、费用扣除比率的确定由于现行评估

操作规程中规定只允许扣除销售费用，不允许将管理费用和

财务费用列入扣除范围，本人认为应将管理费用纳入考虑范

围。因为对于单项资产的价值评估，市场法的价值定义为在

特定评估基准日条件下单项资产在公允市场上进行完整产权

的渡让而获得的纯收入或付出的全部价值。企业存在的最终

目的是生成利润，费用中销售费用的产生对象是销售产品，

所以毫无疑问的应算入产品成本，而对于管理费用则有商榷

的余地，因为其对企业销售产品实现利润有间接的贡献。企

业的存在、发展和任何企业活动的行使都需要一个管理层的

存在，管理层是企业的核心，它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所以根据成本配比的原则，让收入承担相应数量的成本（管

理费用）在情理之中。四、以客观税金系数作为产品销售税

金及附加的扣除数企业实际的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金额除了

受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购入原材料金额的影响（

增值税-进项税），故不能客观地反映企业在未来实现评估产

成品销售过程中需要发生的客观税费（经常是相反，因为其

前年度进项税额多抵意味着未来销售过程中须多缴附加税，

而以以前年度会计报表为依据测得的数据往往为偏低）。具

体操作中可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销售税金及附加扣除比

率=17%×毛利率×原材料比率×附加税金税率（11%）在期



末在产品金额无较大变动的前提下，原材料比率可参考一年

投入的原材料和本年产出产成品的比例。五、产成品变现占

用流动资金成本的考虑若资产占有方在基准日有较大额度的

短期借款，一般原因应为产成品占企业全部资产的比例较大

，且周转时间较长，由于现行评估操作规程只允许扣除销售

费用，而不能将财务费用列入扣除项目，但由于该项费用为

企业销售产品过程中必须发生的费用，故应采取变通手段，

将产成品变现占用流动资金的成本作为本次产成品评估的一

个调整因素，以降低产成品评估价值，从而降低评估风险。

在实务操作中可测算产成品和应收账款的周转时间，并根据

平均销售的假设，乘以短期借款的利率计算得其占用的资金

成本。具体公式如下：资金成本=基准日产成品金额/2*产成

品和应收账款的周转时间*短期借款利率六、预计未来销售可

能产生的积压、削价的损失若资产占有方基准日产成品的比

例较大，且需要较长的周转时间，可推测虽该批产成品基准

日为正常产成品，但由于其需要的变现时间过长，该批产成

品中的部分将变成积压产成品。具体判断可测算该批产成品

未来销售需要的时间，一般可通过基准日产成品金额和本年

度年产品销售成本的比率来衡量，一般测算得的销售所需时

间过长，就需要分析该批产成品在将来可能造成的积压数量

，该比例的求取可通过分析过去若干年企业生产的产品在销

售过程中因没有正常销售而造成的损失和对应的该段时间的

销售成本比例。预计积压损失比率=若干年因积压而销价的损

失金额/若干年度的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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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