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存 货

【知识点 2】发出存货的计量

计价方法 原则

先进先出法 先进先出法是以先购入的存货先发出这样一种存货实物流转假设为前提，对发出存货进行计

价的一种方法

月末一次加权

平均法

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月初库存存货的实际成本+本月各批进货的实际成本之和月初库存

存货数量+本月各批进货数量之和

本月发出存货的成本=本月发出存货的数量×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本月月末库存存货成本=月末库存存货的数量×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移动加权平均

法

存货的移动平均单位成本=本次进货之前库存存货的实际成本+本次进货的实际成本本次进货

之前库存货数量+本次进货数量

本次发出存货的成本=本次发出存货数量×存货的移动平均单位成本

本月末库存存货成本=月末库存存货的数量×月末存货的移动平均单位成本

个别计价法 采用这一方法是假设存货的成本流转与实物流转相一致，分别按其购入或生产时所确定的单

位成本作为计算各批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成本的方法

【例题】大学食堂 5月初有 10 个西红柿（易腐烂），成本共计 20 元，5 月 5 日购买 5 个西红柿，成本共计 30

元，5 月 6 日发出 12 个西红柿，问发出西红柿成本和结存西红柿成本分别为多少 ？

1.先进先出法：

发出 12 个西红柿成本=20+2×6=32

结存 3 个西红柿成本=20+30-32=18

2.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

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20+30）/（10+5）=10/3

发出 12 个西红柿成本=12×10/3=40

结存 3 个西红柿成本=20+30-40=10

【知识点 3】期末存货的计量

一、会计思维与学习方法

1.会计思维：期末价值思维，即期末值多少钱？是否减值？

2.方法——杨氏减值万能表

项 目 金额

存货成本

存货可变现净值

判断是否减值

存货期末账面价值（孰低）

二、期末存货的计量

1.存货期末计量原则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存货的成本及可变现净值

（1）成本就是会计计量属性中的历史成本即实际成本。

（2）可变现净值是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

金额。

【提示】这里的销售费用不仅包括销售存货过程中发生的增量成本，还应包括企业将在销售存货过程中必须

发生的、除增量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如销售门店发生的水电、摊销等费用。【2023 新增】



3.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适用范围 公式

公式一：适合用于出售的存货（例如商品或

不用的材料），属于销售的存货

存货可变现净值＝（预计售价）－（预计销售费用、预计销售

税金）

公式二：适合用于生产产品的材料，属于自

用的存货

材料可变现净值＝（最终生产产品预计售价）－（进一步加工

成本）-（预计销售费用、预计销售税金）

【重点】可变现净值确定要点

归纳起来：有合同的执行合同价，没有合同的执行一般市场价格

存货项目 可变现净值确定

执行

合同

存量=订购量 以产成品或商品的合同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

存量>订购量 超出部分可变现净值以产成品或商品的一般销售价格作为计算基础

存量<订购量 以销售合同所规定的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

【提示】如果该合同为亏损合同，按或有事项准则处理

没有合同（材料除外） 以产成品或商品的一般销售价格（即市场销售价格）为计算基础

直接出售的材料 (1)通常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

(2)存在销售合同的，按合同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 可变现净值=加工成产品的估计售价-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产品估计的销

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