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流动资产（二）

第三节 其他存货的核算

知识点 6：其他存货的核算

二 、周转材料的核算

周转材料主要包括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 ， 以及企业（建筑承包商） 的钢模板、木模板、脚手架和其他周转

使用的材料等。

（一 ）包装物

包装物的范围包括：

①生产过程中用于包装产品作为产品组成部分的包装物；

②随同产品出售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③随同产品出售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④出租或出借给购买单位使用的包装物。

【提示】企业的各种包装材料 ，如纸、绳、铁丝、铁皮等 ，应在“原材料”科目内核算；

用于储存和保管产品、材料而不对 外出售的包装物 ，应按其价值的大小和使用年限的长短 ，分别在“固定

资产”科目或“周转材料”科目或单设的“低值易耗品”科目核算；

计划上单独列作企业商品产品的自制包装物 ，应作为库存商品处理。

（二）低值易耗品

低值易耗品是指不能作为固定资产的各种用具物品 ，如工具、管理用具、玻璃器皿、劳动保护用品以及在经

营中周转使用 的容器等。

（三）周转材料价值的摊销

一次转销法、五五摊销法、分次摊销法。

（四）周转材料的账务处理（假定采用一次转销法）

生产领用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贷：周转材料

出租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周转材料

出借 借：销售费用

贷：周转材料

出售 随同产品出售不单独计价 借：销售费用

贷：周转材料

随同产品出售单独计价 1.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周转材料

【单选题】（2021 年、2016 年、2015 年）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周转材料核算范围的是（ ）。

A.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包装材料 B.随同产品出售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C.出租或出借给购货方使用的包装物 D.随同产品出售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答案】A

【解析】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包装材料应在“原材料”科目核算。



第四节 存货清查的核算

知识点框架

一、存货数量的确定方法

企业确定存货的实物数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地盘存制；另一种是永续盘存制。

1.实地盘存制

“实地盘存制”又称“定期盘存制”，是指企业平时只在账簿中登记存货的增加数，不记减少数，期末根据清

点所得的实存数，计算本期存货的减少数。

期初存货＋本期存货增加数－本期存货减少数=期末存货

本期存货减少数＝期初存货＋本期存货增加数－期末存货

使用这种方法平时的核算工作比较简便，但不能随时反映各种物资的收发结存情况，不能随时结转成本，并

把物资的自然和人为短缺数隐含在发出数量之内；同时由于缺乏经常性资料，不便于对存货进行计划和控制。

通常仅适用于一些单位价值较低、自然损耗大、数量不稳定、进出频繁的特定货物。

2.永续盘存制

“永续盘存制”又称“账面盘存制”，是指企业设置各种数量金额的存货明细账，根据有关凭证，逐日逐笔登

记材料、产品、商品等的收发领退数量和金额，随时结出账面结存数量和金额。

计算公式：

期初存货＋本期存货增加数－本期存货减少数=期末存货数

【提示】我国企业会计实务中，存货的数量核算一般采用永续盘存制。

二、存货清查的账务处理

为核算企业的存货清查过程中查明的各项存货盘盈、盘亏和毁损的价值，企业应当设置“待处理财产损溢—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科目进行核算。

（一）存货盘盈（实存＞账存）

（1）批准前

借：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2）批准后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贷：管理费用

（二）盘亏或毁损（实存＜账存）

情形 批准前 批准后

自然灾害等非常原因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借：银行存款（残料变现）

原材料（残料入库）

其他应收款（应收的赔款）

营业外支出（差额）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计量收发差错原因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借：银行存款（残料变现）

原材料（残料入库）



其他应收款（应收的赔款）

管理费用（差额）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管理不善等原因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提示】存货盘亏或毁损涉及的增值税处理

因非正常原因导致的存货盘亏或毁损，按规定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应当予以转出。

财税【2016】36 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定，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

丢失、霉烂变质，以及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货物或者不动产被依法没收、销毁、拆除的情形。

【2018·单选题】长江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7 年年末盘亏一批原材料，该批原材料购入成本为 120

万元，购入时确认进项税额为 20.4 万元。经查，盘亏系管理不善被盗所致，确认由相关责任人赔偿 20 万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确认的盘亏净损失对 2017 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万元。

A.160.4 B.140.4 C.100.8 D.120.4

【答案】D

【解析】

因管理不善原因导致的存货盘亏，购入时的进项税额不可以抵扣，应做进项税转出处理，则确认的盘亏净损

失对 2017 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120＋20.4－20＝120.4（万元）。

知识点回顾

本章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