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原材料

原材料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经过加工改变其形态或

性质并构成产品主要实体的各种原料、主要材料和外购半

成品，以及不构成产品实体但有助于产品形成的辅助材料。

原材料具体包括原料及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外购半

成品（外购件）、修理用备件（备品备件）、包装材料、

燃料等。

原材料的日常收发结存，可以采用实际成本核算，也

可以采用计划成本核算。



计划7元，实际5.6元

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

借：在途物资 5.6

贷：银行存款 5.6

借：材料采购 5.6

贷：银行存款 5.6

借：原材料 5.6

贷：在途物资 5.6.

借：原材料 7                          

贷：材料采购 5.6              

材料成本差异 1.4     

借：生产成本 5.6

贷：原材料 5.6

借：生产成本 5.6

材料成本差异 1.4                       

贷：原材料 7            



（一）采用实际成本核算的账务处理（★★★）

1.涉及的科目

项 目 知识要点

原材料 用于核算库存各种材料的收发与结存情况

在途物资

用于核算企业采用实际成本（进价）进行材料、商

品等物资的日常核算、价款已付尚未验收入库的各

种物资（即在途物资）的采购成本



2.账务处理

交易事项 会计分录

购入

环节

材料已验收入库，

货款已经支付或

已开出、承兑商

业汇票

借：原材料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

贷：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等）



购入

环节

货款已经支付

或已开出、承

兑商业汇票，

材料尚未到达

或尚未验收入

库

①购入时：

借：在途物资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

贷：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 应

付票据 / 应付账款等）

②材料验收入库时：

借：原材料

贷：在途物资



购入

环节

材料已经验收入库，

货款尚未支付

①月末仍未收到单据时（无法确定

其成本），材料按暂估价值入账：

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

款

②下月初用红字冲销原暂估入账金

额



购

入

环

节

采用预付货

款方式采购

材料

①预付货款时：

借：预付账款

贷：银行存款

②收到材料并验收入库时：

借：原材料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

贷：预付账款



购

入

环

节

采用预付货

款方式采购

材料

③补付货款时：

借：预付账款

贷：银行存款

④收到退回多预付的款项

借：银行存款

贷：预付账款



发出

环节

用于生产经营

（生产经营领

用材料）

借：生产成本（生产产品领用）

制造费用（车间一般消耗）

管理费用（行政管理部门耗用）

销售费用（销售部门耗用）

在建工程（工程项目消耗）

研发支出（研发环节消耗）

贷：原材料

用于出售（出

售材料结转成

本）

借：其他业务成本

贷：原材料



发出

环节
委托加工

借：委托加工物资

贷：原材料



（二）采用计划成本核算的账务处理（★★★）

材料采用计划成本核算时，材料的收入、发出及结存，

无论总分类核算还是明细类核算，均按照计划成本计价。材

料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通过 “材料成本差异” 科

目核算。月末，计算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并进行

分摊，根据领用材料的用途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

益，从而将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基本原理：

实际成本 = 计划成本 ± 材料成本差异。



（一）涉及的科目

会计科目 具体内容

原材料

用于核算库存（即实际验收入库的）各种材

料的收入、发出与结存情况。

按计划成本核算，借方登记入库材料的计划

成本，贷方登记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期末余额的

借方，反映企业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

材料采购

用于核算企业在途材料的采购成本（即实际

成本），相当于尚未验收入库的原材料，但是按实

际采购成本核算



材料成

本

差异

反映企业已入库各种材料的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

差异；

借方登记采购时的超支差异及发出材料应负担的节

约差异；

贷方登记采购时的节约差异及发出材料应负担的超

支差异；

期末如为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库存材料实际成本大

于计划成本（即超支差异）；

期末如为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库存材料实际成本小

于计划成本（即节约差异）

【记忆口诀】借超贷节，发出相反



2. 账务处理

项 目 知识要点

购

入

材

料

货款已

经支付，

同时材

料验收

入库

①购入时：

借：材料采购（实际成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等

②验收入库时：

借：原材料（计划成本）

材料成本差异（超支额）

贷：材料采购（实际成本）

材料成本差异（节约额）



购入

材料

货款已经支

付，同时材

料验收入库

【注意】计划成本法下购入的材料，无

论是否验收入库，都要先通过“材料采

购”科目核算，然后与“原材料”比较，

差额计入“材料成本差异”

货款已经支

付，材料尚

未验收入库

借：材料采购（实际成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

贷：银行存款等



购入

材料

货款

尚未

支付，

材料

已经

验收

入库

①材料已验收入库，发票账单尚未到：

借：原材料（计划成本）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下月初，进行红字冲销

②材料已验收入库，发票账单已到，无力支付：

购入时：

借：材料采购（实际成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付账款



购入

材料

货款尚未支

付，材料已

经验收入库

同时，材料验收入库时：

借：原材料（计划成本）

材料成本差异（超支额）

贷：材料采购（实际成本）

材料成本差异（节约额）



发出材料

借：生产成本 / 制造费用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其他业务成本 / 委托加工物资

贷：原材料（计划成本）



期末结转

发出材料

所负担的

材料成本

差异

①超支时：

借：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其他业务成本（出售

材料）

委托加工物资

贷：材料成本差异

（超支）

②节约时：

借：材料成本差异（节约）

贷：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其 他 业 务 成 本

（出售材料）

委托加工物资



3. 发出材料成本差异相关公式

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应当按（期）月分摊，不得在季

末或者年末一次计算。

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 =（月初结存材料的成本差异 + 本月

验收入库的材料成本差异）/（月初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 + 本月

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100%

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 = 本月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 ×

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



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 = 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 + 发出材料应负担

的材料成本差异

= 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 ×（1+ 材料成本差异率）

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 = 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 + 结存材料应负担

的材料成本差异

= 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 ×（1+ 材料成本差异率）（节约差用“-

”表示）



计划成本 VS 实际成本

联 系 区 别

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

=实际成本

实际成本法下特有：“在途物资”

科目

发出原材料时的会计科目

一致

计划成本法下特有：“材料采购”

科目、“材料成本差异”科目



对点练

【 例题 3 － 24 单选题 】某企业存货采用计划成本核算，月初

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为 120 万元，节约差异为 2 万元；本月入

库材料的计划成本为 180 万元，节约差异为 1.6 万元；本月生产

产品耗用材料的计划成本为 200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该企业

月末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为（）万元。（2023 年）

A.98.8   B.200

C.101.2   D.100



对点练

【答案】A 

【解析】材料成本差异率 =（-2-1.6）/（120+180）

=-1.2%，结存库存商品的实际成本 =（120+180-200）×（1-

1.2%）=98.8（万元）。因此选项 A 正确。



对点练

【 例题 3 － 25 判断题 】材料采用计划成本核算，发出材料应

负担的成本差异在年末一次计算分摊。（）（2021 年）

【答案】× 

【解析】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应当按期（月）分摊，不得

在季末或年末一次计算。



对点练

【 例题 3 － 26 判断题 】企业原材料采用计划成本计价，购入

原材料无论是否入库，其实际成本都应通过“材料采购”科目核

算。（）（2019 年）

【答案】√



【单选题 -3】某企业原材料采用计划成本核算。月初结存

材料计划成本为 30 万元，材料成本差异为节约 2 万元，当

月购入材料的实际成本为 110 万元，计划成本为 120 万元。

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为 100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该企

业当月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为（）万元。

A.100

B.92

C.88

D.98



【答案】B

【解析】材料成本差异率 =（-2+110-120）/（30+120）

×100%=-8%。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 =100×（1-8%）

=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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