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审计

考情分析

本章是重理解章节，近几年分值保持在 6 分左右，主要以简答题和综合题的形式进行考核，而且难度较大，

介绍了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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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特点

主要凭证与记录：

1.生产指令

又称“生产任务通知单”或“生产通知单”，是企业下达制造产品等生产任务的

书面文件，用以通知供应部门组织材料发放，生产车间组织产品制造，会计部门

组织成本计算。

2.领发料凭证
是企业为控制材料发出所采用的各种凭证：材料发出汇总表、领料单、限额领料

单、领料登记簿、退料单等。

续表

3.产量和工时记录

是登记工人或生产班组在出勤时间内完成产品数量、质量和生产这些产品所耗

费工时数量的原始记录。主要有：工作通知单、工序进程单、工作班产量报告、

产量通知单、产量明细表、废品通知单等。

4.工薪汇总表及工薪费用

分配表
工薪费用分配表反映了各生产车间，各产品应负担的生产工人工薪及福利费。

续表

5.材料费用分配表 用来汇总反映各生产车间各产品所耗费的材料费用的原始记录。

6.制造费用分配汇总

表
用来汇总反映各生产车间各产品所应负担的制造费用的原始记录。

7.成本计算单 计算该成本计算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记录。

续表



8.产成品入库单和出库单

的凭证

产成品入库单是产品生产完成并经检验合格后，从生产部门转入仓库的凭证。

产成品出库单是根据经批准的销售单发出产成品。

9.存货明细账
是用来反映各种存货增减变动情况和期末库存数量及相关成本信息的会计记

录。

续表

10.存货盘点指令、盘点

表及盘点标签

一般制造型企业通常会定期对存货实物进行盘点。将实物盘点数量与账面数量进行

核对，对差异进行分析调查，必要时做账务调整，以确保账实相符。

11.存货货龄

分析表

编制存货货龄分析表，以识别流动较慢和滞销的存货，并根据市场情况和经营预测，

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第二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主要业务活动和相关内部控制

对于一般制造型企业而言，生产和存货通常是重大的业务循环，注册会计师需要在审计计划阶段了解该循环

涉及的业务活动及相关的内部控制。

一、涉及的主要业务活动以及涉及的主要单据和会计记录

（一）计划和安排生产

1.生产计划部门的职责是根据客户订购单或者销售部门对销售预测和产品需求的分析来决定生产授权。

2.根据经审批的月度生产计划，由生产计划经理签发预先顺序编号的生产通知单。

（二）发出原材料

1.仓储部门的责任是根据从生产部门收到的领料单发出原材料。

2.领料单上必须列明所需的材料数量和种类，以及领料部门的名称。

3.通常领料单一式三联，分别作为生产部门存根联、仓储联和财务联。

（三）生产产品

1.生产部门在收到生产通知单及领取原材料后，便将生产任务分解到每一个生产工人，并将所领取的原材料

交给生产工人，据以执行生产任务。

2.生产工人生产完成后，将完成的产品交生产部门统计人员查点，然后转交质量检验员验收，生产小组将产

成品送交仓库并办理入库手续；或者将所完成的产品移交下一个部门，作进一步加工。

（四）核算产品成本

1.为了正确核算并有效控制产品成本，必须建立健全成本会计制度，将生产控制和成本核算有机结合在一起。

2.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记录、生产通知单。领料单，计工单，产量统计记录表，生产统计报告，入库单等各种

文件资料都要汇集到会计部门，由会计部门对其进行检查和核对，了解和控制生产过程中存货的实物流转。

3.会计部门要设置相应的会计账户，会同有关部门对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进行核算和控制。

（五）产成品入库及储存

1.产成品入库需由仓储部门先行点验和检查，然后签收，签收后将实际入库数量通知会计部门。据此，仓储

部门确立了本身应承担的责任。并对验收部门的工作进行验证。

2.存货应存放在安全的环境中（上锁、使用监控设备），只有经过授权的工作人员可以接触及处理存货。



（六）发出产成品

1.产成品的发出须由独立的发运部门进行。装运产成品时必须持有经有关部门核准的发运通知单，并据此编

制出库单。

2.出库单一般为一式四联，一联交仓储部门；一联由发运部门留存；一联送交客户；一联作为开具发票的依

据。

（七）盘点存货

管理人员编制盘点指令，安排适当人员对存货实物（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等所有存货类别）进行定

期盘点，将盘点结果与存货账面数量进行核对，调查差异并进行适当调整。

（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财务部门根据存货货龄分析表信息或相关部门提供的有关存货状况的其他信息，结合存货盘点过程中对存货

状况的检查结果，对出现损毁、滞销、跌价等降低存货价值的情况进行分析计算，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第三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重大错报风险

一般制造型企业的存货的重大错报风险通常包括：

1.存货实物可能不存在（存在认定）；

2.属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可能未在账面反映（完整性认定）；

3.存货的所有权可能不属于被审计单位（权利和义务认定）；

4.存货的单位成本可能存在计算错误（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5.存货的账面价值可能无法实现，即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可能不充分（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