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存货

本章考情

本章属于基础章节，难度不大，历年考试 3 分左右，客观题为主，本章考点主要集中在存货入账价值的确定

及期末计量。此外，也可与其他章节结合在主观题中出现。考生在学习本章内容时要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

下，提高灵活运用能力。

1.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2.存货的期末计量

第一节 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什么是存货？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

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提示 1】存货的持有动机

 自用：固定资产

 房地产企业以备出售：开发产品

 准备经营出租：投资性房地产

【记忆】不看外在形态，关键看企业持有目的

【对比】原材料 VS 工程物资

案例：一个生产管桩的企业

工程物资

原材料

【结论】为建造固定资产等各项工程而储备的各种材料，虽然同属于材料，但是由于用于建造固定资产等各

项工程，不符合存货的定义，因此不能作为企业存货

一、存货的确认条件

存货必须在符合定义的前提下，同时满足下列 2 个条件，才能予以确认：

（一）存货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在实务中，主要通过判断与该项存货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到了企业来确定。

（二）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必须以取得确凿、可靠的证据为依据，并且具有可验证性。

二、存货的初始计量



（一）外购存货的成本

【理解 1】仓储费用

【理解 2】损耗

1. 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因商品性质、自然条件及技术设备等因素，所发生的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损耗



2. 对于采购过程中发生的物资毁损、短缺等，除合理的损耗应作为存货的“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

用”计入采购成本外的情形

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

（1）应从供货单位、外部运输机构等收回的物资短缺或其他赔款，冲减物资的采购成本

【课外阅读】发现时账务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一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贷：在途物资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如果是自然灾害不需要转出进项税）

（2）因遭受意外灾害发生的损失和尚待查明原因的途中损耗，不得增加物资的采购成本，应暂作为待处理财

产损溢进行核算，在查明原因后再作处理。

【课外阅读】查明原因后账务处理

借：其他应收款（保险赔款或责任人赔款）

管理费用（管理不善）

营业外支出（自然灾害）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一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提示】商业企业存货成本计量



【单选题】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6 月 1 日，甲公司购买 Y 商品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价款为 45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58.5 万元，甲公司另支付不含增值税的装卸费 7.5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购买 Y商品的成本为（ ）万元。

A.529.5

B.457.5

C.522

D.450

【答案】B

【解析】Y 商品成本＝450＋7.5＝457.5（万元）。

（二）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存货

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以实际耗用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加工费、运输费、装卸费等费用以及按规定

应计入成本的税金，作为实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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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乙公司加工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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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直接对外销售

【答案】A

【解析】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用于继续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委托加工环节的消费税是记入“应交税费—应交

消费税”的借方，不计入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所以本题答案是 30＋6＝36（万元）。

【拓展】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直接对外销售时，消费税应计入收回物资的成本。“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30＋6）÷（1－10%）]×10%＝4（万元）。则此时甲公司收回应税消费品的入账价值＝30＋6＋4＝40（万

元）。

（三）自行生产的存货（初级已学）

（四）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的成本

1.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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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劳务取得的存货（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