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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停工损失核算方法存在的

问题

停工损失是指企业由于计划减产或

因停电、待料、机器设备发生故障而停

止生产所造成的损失，主要包括停工期

间需支付的生产人员薪酬，以及应承担

的制造费用等。对于因季节性发生的停

工损失，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停工期间

的一切费用列入制造费用，即按照停工

期间发生的费用，借记“制造费用”科目，

贷记“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银行

存款”等科目。而对于因其他原因造成

的停工损失，新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明

确规定，这对于因其他原因造成停工损

失较大的企业来说，不利于对停工损失

的分析、考核和控制。

此外，企业的停工分为计划内停工

和计划外停工，若按照现行核算方法，

除了在单独设置“停工损失”科目的情况

下，应向责任人索赔的数额外，停工期间

的费用最终都将按一定的方法进行分配

并计入产品成本。笔者认为，计划内停

工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企业可以控制这部分停工期间的费用，

其费用能从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可以

计入产品成本。但是，因自然灾害、停电、

机器设备故障等发生的计划外停工是企

业事先不能预料的，企业无法控制这部

分停工期间的费用，其费用不能从产品

的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如果将这部分

费用计入产品成本，一方面造成产品成

本核算不实，不利于产品成本分析和经

营决策，另一方面这部分费用只有在产

品销售之后才能反映出来，虚增了企业

的利润。

（二）完善建议

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笔者认

为，停工损失的核算方法应划分为单独

核算和不单独核算两种情形。

1.单独核算。在单独核算方法下，

企业应专门设置“停工损失”科目，对在

停工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进行单独核

算，并按照停工性质设置“计划内停工”

和“计划外停工”两个二级科目，再根据

停工的具体原因（如自然灾害、材料短缺

等）设置三级明细科目，以方便期末停

工损失的结转。在停工期间发生费用时，

借记“停工损失”科目，贷记“应付职工

薪酬”、“制造费用”等科目。期末应对

计划内停工和计划外停工的费用分别进

行结转：对于计划内停工，如果可以确

定由某一产品承担，则直接将停工损失

转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某产品”科目，如果无法确定由某一产品

承担或应由多种产品共同承担，则按照

费用数额转入“制造费用”科目，再按合

理的方法分配计入产品成本。对于计划

外停工，由于个人或单位等过失而造成

的停工应该由责任人赔偿的，应将过失

人或保险公司负担的赔偿数额从停工损

失中扣除，计入“其他应收款”科目；由

于自然灾害等企业不可控因素所造成的

停工费用，应从“停工损失”科目转入“营

业外支出”科目；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如

机器故障、材料短缺等）所造成的停工

费用，应从“停工损失”科目转入“管理费

用”科目。

2.不单独核算。在不单独核算方法

下，企业不单独设置“停工损失”科目，

对停工损失的核算分为计划内停工和计

划外停工两种情形。对于计划内停工，

在停工费用发生时，企业应将该费用列

入产品成本，如果可以确定由某一产品

承担，则借记“生产成本—基本生产

成本—某产品”科目，贷记“原材料”、

“应付职工薪酬”、“银行存款”等科目；

如果无法确定由某一产品承担或应由

多种产品共同承担，则应先借记“制造

费用”科目，贷记“原材料”、“应付职工

薪酬”、“银行存款”等科目，期末再按

照合理的方法分配计入产品成本。对于

计划外停工，应根据其发生原因进行处

理：由于个人或单位等过失而造成的停

工应该由责任人赔偿的，借记“其他应

收款”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制

造费用”等科目；对于自然灾害等企业

不可控因素所造成的停工费用，借记“营

业外支出”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

“制造费用”等科目；由于经营管理不善

所造成的停工费用，借记“管理费用”科

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制造费用”

等科目。

笔者认为，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方

法有利于企业加强对停工损失的管理，

而且将计划外停工所造成的损失按照发

生原因在当期损益中反映出来，有利于

企业了解停工原因，改进经营管理，也

解决了当期费用在现行核算方法下不能

及时给予反映的问题，增强了报表信息

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因此适用于停工期

间发生费用较多或者停工频繁，需要加

强停工管理，减少停工次数的企业。不

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方法可以减少会计

核算的工作量，也将计划外停工所造成

的损失按照发生原因予以反映，这种核

算方法适用于停工期间发生费用较少或

者很少发生停工情况，以及季节性停工

和固定资产大修理停工期间的费用较稳

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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