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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80_83_E8_c48_82319.htm ［案例］H公司是一家

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时了解到该

公司对存货的期末计价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2001

年H公司经年未盘点，认定有关存货及其会计处理的信息资

料如下： 1.库存商品A：账面余额10万元，已提取跌价准

备5000元，该商品市价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

升的希望。H公司对该商品全额补提跌价准备。 2.库存商品B

：账面余额6万元，无跌价准备，该商品不再为消费者所偏爱

，从目前情况分析，其市价将会持续下跌。H公司全额提取

跌价准备。 3.库存商品C：账面余额20万元，已提取跌价准

备2万元，由于此类商品的更新换代，该商品已经落伍，目前

已经形成滞销。H公司全额补提跌价准备。 4.库存商品D：账

面余额50万元，无跌价准备，目前该商品供销两旺，未发现

减值情况。H公司按10%提取跌价准备5万元。 5.库存商品E：

账面余额20万元，无跌价准备，该商品市价持续下跌，并且

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H公司未计提跌价准备。 6.

库存原材料F：账面余额15万元，无跌价准备，现有条件下使

用该原材料生产的产品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H公司未

计提跌价准备。 ［案例分析］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库存

商品A、B、C均不应全额计提跌价准备。A商品只是市价下跌

，价值减少，但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B商品虽然

不为消费者所偏爱，但也只是价值下跌，还未到完全丧失价

值的程度。C商品即使已经滞销，但起码还有转让价值。所



以，注册会计师应建议H公司首先根据各种存货的物理状况

及减值情况，推断出其期末应提足的跌价准备数额，然后与

已提取的跌价准备比较，按其差额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

商品D，由于没有任何减值的迹象，H公司按10%的比例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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