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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2×21 年 1月 1日，甲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为零。2×21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 M 商品的

成本为 500 万元，市场售价为 480 万元，预计销售费用为 5万元，专门用于生产 P产成品的 N 原材料的成本为

400 万元，市场售价为 380 万元，P 产成品没有发生减值。不考虑其他因素，2×21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对存

货应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为（ ）万元。（2022 年）

A.25 B.45 C.20 D.40

【答案】A

【解析】M 商品可变现净值=480-5=475（万元），小于成本 500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500-475=25（万

元）。N原材料专门用于生产 P产成品，由于 P 产成品未发生减值，无须计提跌价准备。由于期初存货跌价准备

的余额为零，所以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25 万元。

【例题•单选题】2×20 年 12 月 1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不可撤销的 H 设备销售合同，并为此购入专门

用于生产 H 设备的一批钢材，其初始入账金额为 500 万元。2×20 年 12 月 31 日，该批钢材的市场销售价格为

470 万元，甲公司将其加工成 H 设备尚需发生加工成本 300 万元，合同约定 H 设备的销售价格为 790 万元，估

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为 10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2×20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对该批钢材应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的金额为（ ）万元。（2021 年）

A.30 B.10 C.20 D.40

【答案】C

【解析】该批材料专门用于生产 H设备，所以应先确定 H 设备是否发生减值。H 设备的可变现净值=790-10=780

（万元），H 设备的成本=500+300=800（万元），H设备成本大于可变现净值，所以 H设备发生减值，据此判断该

批材料发生减值，材料可变现净值=790-10-300=480（万元），材料的成本为 500 万元，该批材料应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500-480=20（万元）。

【例题•判断题】企业用于直接出售的无合同约定的原材料，其可变现净值应以该材料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 ）（2021 年）

【答案】√

1.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没有销售合同约定的，其可变现净值为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该存货的一般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等后的金额。

2.用于出售的材料等，应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这里的市场价格是指材料等的市场销售价

格。

3.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为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材料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等后的金额。

【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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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合同价格为基础而不是售价，减去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等后的金额确定。

如果企业销售合同所规定的标的物还没有生产出来，但持有专门用于生产该标的物的材料，则其可变现净值也

应以合同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三）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存货跌价准备

【提示 1】

①资产负债表日，存货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企业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②资产价值减少，费用增加，当期利润减少。

【提示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

（1）通常应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跌价准备；

（2）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

的存货，可以合并（分类）计提跌价准备。

【例 2-10】甲公司按照单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20 年 12 月 31 日，A、B 两项存货的成本分别为 300 000

元、210 000 元，可变现净值分别为 280 000 元、250 000 元，假设“存货跌价准备”科目余额为 0。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数？

A 存货：成本 300 000 元，可变现净值为 280 000 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300 000-280 000=20 000（元），

因计提前“存货跌价准备”科目余额为 0，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 000 元。

B 存货：成本 210 000 元，可变现净值为 250 000 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0，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例 2-11】乙公司按单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20 年 12 月 31 日，乙公司库存自制半成品成本为 350 000

元，预计加工完成该产品尚需发生加工费用 110 000 元，预计产成品的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为 500 000 元，

销售费用为 60 000 元。假定该库存自制半成品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且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数？

2020 年年末，库存自制半成品成本为 350 000 元，可变现净值=500 000-60 000-110 000=330 000（元），应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350 000-330 000=20 000（元）。

2.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借：存货跌价准备

贷：资产减值损失

【提示】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价值以后又得以恢复的，应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恢复金额。

【例 2-12】丙公司 2019 年年末，A 存货的账面成本为 100 000 元，由于本年以来 A 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根据资产负债表日状况确定的 A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 95 000 元，“存货跌价准备”期初余额为零，应计提的存

货跌价准备为 5 000 元（100 000-95 000）。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A 存货 5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A 存货 5 000

【例 2-13】沿用【例 2-12】，假设 2020 年年末，丙公司存货的种类和数量、账面成本和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均未发生变化，但是 2020 年以来 A存货市场价格持续上升，市场前景明显好转，至 2020 年年末根据当时状态

确定的 A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 110 000 元。

本例中，由于 A 存货市场价格上涨，2020 年年末 A存货的可变现净值（110 000 元）高于其账面成本（100 000

元），可以判断以前造成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价格下跌）已经消失。A 存货减记的金额应当在原已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5 000 元内予以恢复。

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存货跌价准备——A 存货 5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A 存货 5 000

3.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转。

借：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

存货跌价准备

贷：库存商品/原材料等



【提示】

企业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如果其中有部分存货已经销售，则企业在结转销售成本时，应同时结转已对其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

【例 2-14】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甲公司库存 A 机器 5台，每台成本为 5 000 元，已经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合计为 6 000 元。2021 年，甲公司将库存的 5 台机器全部以每台 6 000 元的价格售出，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为 13%，货款未收到。

甲公司的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收账款 3 3900

贷：主营业务收入——A 机器 3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900

借：主营业务成本——A 机器 19 000

存货跌价准备——A 机器 6 000

贷：库存商品 25 000

或：

借：主营业务成本——A 机器 25 000

贷：库存商品 25 000

借：存货跌价准备——A 机器 6 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A 机器 6 000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关于企业存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2021 年）

A.收回用于直接销售的委托加工存货时，支付的消费税应计入存货的成本

B.存货采购过程中发生的合理损耗应从购买价款中予以扣除

C.采购的存货在入库前发生的必要仓储费应计入存货成本

D.以前计提存货减值的影响因素消失后，存货跌价准备应在原已计提的金额内转回

【答案】ACD

【解析】存货采购过程中发生的合理损耗计入存货采购成本，非合理损耗需要从购买价款中扣除，选项 B 错误。

【本章小结】

1.掌握存货的确认条件

2.掌握存货初始计量的核算

3.掌握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

4.掌握存货期末计量的核算

5.熟悉存货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