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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2 存货的初始计量

二、通过进一步加工而取得的存货

1.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成本

成本类型 成本包括的内容

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

货成本

（1）存货成本=实际耗用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加工费+往返运杂费

注意：增值税、消费税

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成

本

（2）上述公式中涉及的项目，应注意：

①关于两税：取决于税法规定，如果税法允许抵扣则不计入存货成本；

②增值税：看委托方身份：一般纳税企业交纳的增值税按税法规定可以抵扣；

③消费税：看消费品用途：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还是收回后直接用于销售的或用于继

续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3）应设置的会计科目：委托加工物资

委托加工物资消费税的会

计处理（重点）

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直接用于销售的，应将委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计入委托加工

物资的成本：

借：委托加工物资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

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交的消费税可以抵扣：

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

【例 1-1】甲企业委托乙企业加工材料一批（属于应税消费品的非黄金饰品）。原材料成本为 20 000 元，支付的加工费

为 7 000 元（不含增值税），消费税税率为 10%，材料加工完成并验收入库，加工费用等已经支付。双方适用的增值税

税率为 13%。

甲企业按实际成本核算原材料，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1）发出委托加工材料

借：委托加工物资——乙企业 20 000

贷：原材料 20 000

（2）支付加工费和税金

消费税=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税率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材料实际成本+加工费+消费税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材料实际成本+加工费）/（1-消费税税率）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20 000+7 000）/（1-10%）=30 000 （元）

受托方代收代交的消费税税额

=30 000×10%=3 000（元）

应交增值税税额

=7 000×13%=910（元）

①甲企业收回加工后的材料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借：委托加工物资——乙企业 7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10

——应交消费税 3 000

贷：银行存款 10 910

②甲企业收回加工后的材料直接用于出售的（不高于受托方计税价）

借：委托加工物资——乙企业 10 000（7 000+3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10



贷：银行存款 10 910

（3）加工完成，收回委托加工材料

①甲企业收回加工后的材料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借：原材料 27 000（20 000+7 000）

贷：委托加工物资——乙企业 27 000

②甲企业收回加工后的材料直接用于出售的（不高于受托方计税价）

借：库存商品 30 000（20 000+10 000）

贷：委托加工物资——乙企业 30 000

【例题•单选题】甲公司向乙公司发出一批实际成本为 30 万元的原材料，另支付加工费 6万元（不含增值税），委托乙

公司加工一批适用消费税税率为 10%的应税消费品，加工完成收回后，全部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乙公司代扣代缴

的消费税款准予后续抵扣。甲公司和乙公司均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13%。不考虑其他因素，甲

公司收回的该批应税消费品的实际成本为（ ）万元。

A.36 B.39.6 C.40 D.42.12

【答案】A

【解析】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所纳税款准予按规定抵扣，不计入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所以甲公司收回的该批应税消费品的实际成本=30+6=36（万元）。

2.自行生产的存货

自行生产的存货的初始成本包括投入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直接人工和按照一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产品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提示】制造费用是构成产品成本的间接费用，不是期间费用。

制造费用：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包括企业生产部门（如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职

工薪酬、折旧费、办公费、水电费、机物料损耗、劳动保护费、季节性和修理期间停工损失等。

【例题•多选题】下列项目中，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一般应计入存货成本的有（ ）。

A.购入存货支付的关税

B.商品流通企业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保险费

C.企业提供劳务取得存货发生的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

D.自制存货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费用

【答案】ABCD

【解析】购入存货支付的关税和自制存货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费用应计入存货成本；商品流通企业采购过程中发生

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等应当计入存货采购成本；企业提供劳务取得存货

的，所发生的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于该存货的间接费用，计入存货成本。

三、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

1.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例 1-2】2021 年 1 月 1 日，A、B、C 三方共同投资设立了甲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A 以其生产的产品作

为投资（甲公司作为原材料管理和核算），该批产品的公允价值为 5 000 000 元。甲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不含税价款为 5 000 000 元，增值税税额为 650 000 元。假定甲公司的实收资本总额为 10 000 000 元，A在甲公司

享有的份额为 35%。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甲公司采用实际成本法核算存货。

本例中，由于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投资合同约定的该项原材料的价值为 5 000 000 元，因此，甲公司接受的这批原

材料的入账价值为 5 000 000 元，增值税 650 000 元单独作为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行核算。

A 在甲公司享有的实收资本金额

=10 000 000×35%=3 500 000（元）

A 在甲公司投资的资本溢价

=5 000 000+650 000-3 500 000=2 150 000（元）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原材料 5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50 000

贷：实收资本——A 3 500 00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2 150 000



2.通过提供劳务取得的存货

企业提供劳务取得存货的，所其成本按照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于该存货的间接费

用确定。

【例题•判断题】企业通过提供劳务取得存货的成本，按提供劳务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于该存货

的间接费用确定。（ ）（2016 年）

【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