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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

#$管理围绕效益。在企业的众多管理

工作中，%&’ 必须以围绕效益为中心来抓

管理。学习邯钢经验，模拟市场机制，建立

企 业 内 部 市 场 ，健 全 企 业 内 部 价 格 、内 部

合 同 、核 算 办 法 和 结 算 中 心 ，结 算 出 企 业

内部利润，实施按效分配的激励机制，形

成围绕效益抓管理、人人当家理财的文化

氛围。

($带出理财队伍。%&’ 要培养和带领

一批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理财队伍。一个

大型企业必须有财务主管队伍、理财专家

队伍和核算骨干队伍，这三方面的理财队

伍 ， 根 据 企 业 的 实 际 情 况 可 经 常 交 流 使

用，以便扩大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才

干。

)四 *与 国 际 接 轨 ，加 强 企 业 国 际 贸 易

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

加入 +,’ 后，市场对企业的 %&’ 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在做好传统的工作之

外，还必须尽快了解和熟悉国际贸易中涉及

财务方面的条款，加强国内母公司和国外分

公司的财务监督与控制，在遵守 +,’ 规定

的条件下，处理好集团公司内部的关联交

易；加强外汇风险管理，熟练掌握国际上通

行的外汇风险防范手段，如外汇汇率变动趋

势预测、结算币种选择、外汇期货买卖、外汇

保值条款的运用等，尽可能预防和防范外汇

风险，并力求在外汇兑换中换取更大的收

益。维护企业财务信用，搞好国际税收筹划，

在遵守东道国的税法与有关法律的同时，充

分享受东道国宏观经济政策所给予的税收

优惠，从而使企业收益最大化。

总 之 ，作 为 中 国 的 %&’，不 但 要 求 其

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而且要有较高的政策

水平和深厚的业务功底，能够妥善处理企

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财务问题，在为

企业服务、为企业理财的同时，行使会计监

督的权力，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

策，切实维护国家这个“大股东”的利益，

承担双重责任。!

《存货准则》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按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对存货进行期末计价。根据准则，一般的做法是，当

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时，存货按 成 本 计 量 ，当 成 本 高 于 可 变 现

净值时，存货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材料作为存货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对其期末价值的计量，主要根据持有目的来确定。

一、用于生产的材料存货的期末计量

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若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

是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应视其所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

是否也低于其成本来确定。若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

表明用该材料生产的最终产品并没有发生价值减损，在这种情

况下，材料仍按账面成本计量，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若产成品

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该材料 应 按 可 变 现 净 值 计 量 ，差 额 部

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材料只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

举例说明如下：

!..! 年 -! 月 /- 日，某公司库存甲材料账面成本为 !. 万

元，市场购买价格为 -" 万元，假设不发生其他购买费用。由于

甲材料价格下降，致使用甲材料生产的 0 产品的总售价由 1#
万元降为 /( 万元，但生产成本仍为 /" 万元。若将甲材料加工成

0 产品还需投入 -" 万元，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为 !$! 万元。那

么甲材料的期末价值确定如下：

)-*先确定 0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0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2/( 万元3!$! 万元2//$" 万元

由于 0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 万元低于其成本 /" 万元，

因此甲材料应当按其可变现净值计量。

)!*确定甲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甲材料的可变现净值2/( 万元3-" 万元3!$! 万2-#$" 万元

甲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 万元低于其成本 !. 万元，因此

甲材料应计提的跌价准备2!. 万元3-#$" 万元21$! 万元

!$一种材料用于多种产品的生产

如上例，若用甲材料同时生产出 0 产品和 4 产品，由于甲

材料价格下降，致使 0 产品的总售价由 /. 万元降为 !1 万元，

生 产 成 本 仍 为 !# 万 元 ；4 产 品 的 总 售 价 由 -# 万 元 降 为 -! 万

元，生产成本为 -/ 万元。若将甲材料加工成 0、4 产品还需投入

论论材材料料存存货货期期末末计计量量的的若若干干问问题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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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共为 !%! 万元。那么甲材料的期

末价值确定如下：

&#’(、)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总额*&!+ 万元,#! 万 元 ’-!%! 万

元*..%$ 万元

(、) 产品的总成本*!/ 万元,#. 万元*.$ 万元

由于 (、)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总额 ..%$ 万元低于其成本 .$
万元，因此甲材料应当按其可变现净值计量。

&!’ 甲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万元,#! 万 元 ’-#$ 万 元-!%!
万元*#/%$ 万元

甲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 万元低于其成本 !0 万元，因此

甲材料应计提的跌价准备*!0 万元-#/%$ 万元*+%! 万元

.%多种材料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

在此种情况下，可能有的材料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成

本，有的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 账 面 成 本 ，那 么 应 对 可 变 现

净值高于其账面成本的材料按账面成本计价，不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成本的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如上例，若该公司用甲、乙、丙三种材料生产 ( 产品。甲材

料账面成本为 #0 万元，市场购买价格为 " 万元；乙材料账面成

本为 1 万元，市场购买价格为 1 万 元 ；丙 材 料 账 面 成 本 为 + 万

元，市场购买价格为 . 万元，假设 不 发 生 其 他 购 买 费 用 。 由 于

甲、丙材料价格下降，致使用甲、乙、丙三种材料生产成的 ( 产

品总售价由 +/ 万元降为 .1 万元，但生产成本仍为 .$ 万元。将

甲、乙、丙三种原材料加工成 ( 产品还需投入 #$ 万元，估计销

售费用及税金为 !%! 万元。那么甲、乙、丙三种材料的期末价值

确定如下：

&#’(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1 万元-!%! 万元*..%$ 万元

由于 (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 万元低于其成本 .$ 万元，

因此甲、乙、丙三种材料中降价材料甲、丙应当按其可变现净值

计量。

&!’甲 、乙 、丙 三 种 材 料 的 可 变 现 净 值 总 额*.1 万 元-#$ 万

元-!%! 万元*#/%$ 万元

甲、乙、丙三种材料的总成本*#0 万元,1 万元,+ 万元*!0
万元

甲、乙、丙三种材料计提的跌价准备总额*!0 万元-#/%$ 万

元*+%! 万元

由于乙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未低于其账面成本，因此乙材料

仍按账面成本计价。甲、丙两种材料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可根

据市价按比例进行分摊。

&.’甲材料计提的跌价准备*+%!2 "
",. *.%#/ 万元

乙材料计提的跌价准备*+%!2 .
",. *#%0/ 万元

+%多种材料用于多种产品的生产

在此种情况下，应先确定所有材料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然后将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材料按市价比例进行分摊。

如 上 例 ，若 该 公 司 用 甲 、乙 、丙 三 种 材 料 生 产 (、) 两 种 产

品。甲材料账面成本为 #0 万元，市场购买价格为 1 万元；乙材

料账面成本为 1 万元，市场购买价 格 为 1 万 元 ；丙 材 料 账 面 成

本为 + 万元，市场购买价格为 . 万 元 ，假 设 不 发 生 其 他 购 买 费

用。由于甲、丙材料价格下降，致使甲、乙、丙三种材料生产的 (
产品的总售价由 .0 万元降为 !+ 万元，生产成本仍为 !/ 万元；

) 产品的总售价由 #/ 万元降为 #! 万元，生产成本为 ## 万元。

将甲、乙、丙三种材料加工成 (、) 产品还需要投入 #$ 万元。估

计销售费用及税金共为 !%! 万元。那么甲、乙、丙三种材料的期

末价值确定如下：

&#’(、)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总额*&!+ 万 元,#! 万 元 ’-!%! 万

元*..%$ 万元

(、)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总额 ..%$ 万元低于其总成本 .1 万

元，因此甲、乙、丙三种材料中降价材料 甲 、丙 应 当 按 其 可 变 现

净值计量。

&!’甲 、乙 、丙 三 种 材 料 的 可 变 现 净 值 总 额*&!+ 万 元,#! 万

元’-#$ 万元-!%! 元万*#/%$ 万元

甲、乙、丙三种材料的总成本*#0 万元,1 万元,+ 万元*!0
万元

甲、乙、丙三 种 材 料 应 计 量 的 跌 价 准 备 总 额*!0 万 元-#/%$
万元*+%! 万元

由于乙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未低于其账面成本，因此乙材料

仍按其账面成本计价，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甲、丙两种材料计

提的跌价准备可根据市价按比例进行分摊。

&.’甲材料应计提的跌价准备*+%!2 "
",. *.%#/ 万元

乙材料应计提的跌价准备*+%!2 .
",. *#%0/ 万元

二、用于出售的材料存货的期末计量

用于出售而持有的材料，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应当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确定，然后与账面成 本 作 比 较 ，若 可 变 现 净 值 高 于

账面成本，仍以账面成本计价；若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应

以可变现净值计价，差额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