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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4_BC_9A_E8_c48_82337.htm 三、存货 （一）存货

取得时的计价 存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实际成本入账，包括

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其中，采购成本一般包括

采购价格、进口关税和其他税金、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

以及其他可直接归属于存货采购的费用。商品流通企业存货

的采购成本包括采购价格、进口关税和其他税金等。加工成

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其他成

本是指除采购成本、加工成本以外的，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

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在确定存货成本时，下列费用不

应当包括在存货成本中，而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1．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例如，由

于自然灾害而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 2．

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

需的仓储费用）。 3．商品流通企业在采购商品过程中发生

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包装费、仓储费、入库前的挑

选整理费用等。 （二）发出存货成本的确定 企业应根据各类

存货的实物流转方式、企业管理要求、存货性质等实际情况

，合理确定发出存货成本的计算方法，以及当期发出存货的

实际成本。可以采用的方法有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

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和后进先出法等。 （三）存货期末计

价 存货在期末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其中，

成本是指存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后的金额。 （四）期

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企业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

应当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资产负债表日以后发生的事项等因素。其中“可靠证据”是

指对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有直接影响的确凿证明，如产品

的市场销售价格、与企业产品相同或类似商品的市场销售价

格、供货方提供的有关资料、销售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生产

成本资料等。 确定可变现净值时，重点是确定存货的估计售

价。企业在确定存货的估计售价时，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为

基准，按照以下原则确定存货的估计售价： 1．为执行销售

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通常应当以产成品或商品

的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2．企业持有存

货的数量超过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3．没有销售合同或劳

务合同约定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产成品或商品一般销售

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五）存货发生跌价的判断 企业在定期

检查时如发现以下情形之一，应当考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市价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2．

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 3．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

品的需要，而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其账面成本。 4．

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

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5．其他足以证

明该项存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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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