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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第 2 号

“存货”（下称本准则）是国际

会计准则委员会于 1993 年

修订的一项国际会计准则，

属于财务报表可比性项目的

一部分。新修订的准则替代

了 1975 年批准发布的国际

会计准则第 2 号“历史成本

制度下存货的估价与列报”，

并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生

效。

本准则对历史成本制度

下存货的会计处理作出了规

定。存货，指在正常经营过程

中持有以备出售的资产、为

出售而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

资产以及在生产或提供劳务

过程中将消耗的材料或物

料。也就是说，存货包括购置

以备再销售的商品（例如，零

售商购入并用于零售的货

物、置存以备转售的土地和

其他财产），存货也包括企业

生产的完工产品、在产品以

及将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材料

和物料；就劳务供应者而言，

存货包括一些劳务费用。

1
.
存货的（取得）成本

本准则规定，存货的（取

得）成本应当包括所有的采

购成本、加工成本以 及其他

使存货达到目前状态和场所

而发生的成本。

存货的采购成本由采购

价格、进口税金和其他税金

（不含企业随后可从税务局

退回的税）、运输费、装卸费

用以及其他可直接分配于产

成品、材料和劳务的费用构

成。在确定采购成本时应扣

除商业折扣、回扣和其他类似项目。采购成本也可能包

括由于最近购置以外币计价的存货而直接产生的外币

汇兑差额，不过这种情况少见。

存货的加工成本包括与单位产品直接相关的成

本，如直接人工，同时也包括在将材料转化为产成品过

程中发生的固定和变动间接生产费用系统地分摊的部

分。固定间接费用指与产量无关，并且相对保持不变的

间接生产费用，如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和维修费用、工厂

管理费用和行政费用。变动间接生产费用是指随产量

直接或几乎直接变动的间接费用，如间接材料和间接

人工。固定间接生产费用分配计入加工成本应以生产

设备正常生产能力为基础。正常的生产能力指正常生

产条件下，在若干时期或季节内预计能够达到的平均

生产量，其中考虑了计划维修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损

失。如果生产能力接近正常生产能力，则可采用实际生

产水平。分配计入各单位产品的固定间接费用额不因

较低的产量或停工而增加。未分配的间接费用在其发

生的当期应确认为费用。在产量特别高的时期，分配计

入单位产品的固定间接费用的数额将减少，结果存货

将以较低的成本计量。变动间接生产费用应以生产设

备的实际使用程度为基础分配计入每单位产品。

除采购成本和加工成本外，包括在存货中的其他

成本限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而发生的成本，

如非间接生产费用或为特定客户设计产品所发生的费

用等。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费用不能包括在存货成本中

而应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费用。如（1）过量浪费的材

料、人工或其他生产费用，（2）储存费用（那些在生产过

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须的储存费用除外），

（3）无助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行政管理间

接费用，（4）销售费用等。

对劳务提供者而言，劳务提供者的存货成本主要

由包括人工、直接从事劳务提供的人员（包括监管人

员）的其他费用，以及可分配的间接费用，而与销售和

一般管理人员相关的人工和其他费用不包括在劳务提

供者的存货成本中，应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费用。

2.发出存货的成本

本准则规定，对于通常不能互换使用的存货以及

为特定项目生产和单独存放的货物或劳务的成本应按

个别计价法计算。成本的个别计价法指按可辨明的存

货项目的个别成本计价的方法。对于为某一个特别项

目而准备的存货，不论是购入的还是生产的，个别计价

法是个适宜的方法。但是，对于通常能互换使用的、数

量较大的存货项目，不宜采用个别计价法。

除个别计价法外，本准则规定，发出存货的成本应

采用先进先出法、或加权平均法计算。先进先出法假设

先购入的存货先售出，结果期末留存的存货是最近购

入或制造的。加权平均法，指每个存货项目的成本根据

期初类似存货的成本和本期购入或制造的类似存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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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加权平均数来确定的方法。该平均数可以定期

计算，也可以待每次收到新货物时计算，视企业的情况

而定。

另外，本准则还允许企业选用后进先出法计算存

货的成本。后进先出法假定最后购入或生产的存货先

售出，因而期末留存的存货是最初购入或生产的。

3.存货成本的减记

存货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

下降时，其成本可能收不回来；存货的预计完工成本或

预计销售成本增加，其成本也可能收不回来。本准则规

定，在此种情况下，存货成本应减记至其可实现净值。

存货通常按单个项目减记至可实现的净值，但在

某些情况下，可以将类似或相关的项目分组，而按存货

的类别或按某一特定行业或地区的分部减记是不恰当

的。

预计可实现净值是以对存货的可变现金额进行预

计时所取得的最可靠的证据为基础进行的。对可实现

净值进行预计也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例如，为满足

公司销售或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量的可实现净值以

合同价为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

购量，存货超出部分的可实现净值应以一般销售价格

为基础。

用于生产存货而持有的材料和其他物料不应减记

至成本以下，如果用其产生的产成品预计可按成本或

更高的价格出售的话。但如果材料的价格的下降表明

产成品的成本将超过可实现净值，那么该材料就应减

记至可实现净值。在这种情况下，其可实现净值最合适

的计量基础是材料的重置成本。

本期发生存货成本减记时，在随后的每一个期间，

均应对可实现净值重新估价。如果以前使存货减记至

低于成本的条件不复存在，减记的金额应重新记回，新

的帐面价值应为成本和修改过的可实现净值两者中较

低者。如，由于售价下降而将其成本减记至可实现净值

的存货项目，在随后的期间依然在库存中而其售价已

经增加。存货出售时，这些存货的帐面价值应在确认其

相关的收入时，确认为费用。存货成本与减记至可实现

净值的差额和所有存货的损失都应在减记或损失发生

的当期确认为费用。任何减记的存货，因可实现净值增

加而将减记的存货价值转回的部分应在价值转回的当

期冲减已确认为费用的存货金额。

4.存货的揭示

存货一般按类别揭示，其分类大体是：商品、生产

物料、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劳务供应者的存货可能

被描述为在产品。在财务报表上，存货应以成本与可实

现净值两者较低者进行反映。

责任编辑  袁 庚

百花园
回 顾与展望

——为《财务与会计》出刊 200 期而作

郭代模

肩负时代的使命

伴着改革的春雷

我们春风满面来此报到

我们雄心勃勃播种人间

播下了新的知 识与 力 量

种下了爱的信息与期冀

勾划出改革的思路 与财富

揭绘着开放的天地与窗口

金 色的八月，200 期出刊了

收 获的季节如 此壮 丽

新的知 识又长成参天的大树

新的信息已变成无价的财富

新的思路正 在与国际接轨

新的天地更展示着深远的含义：

辉煌的过去已成历史

为着明天要展翅高飞

面对风云 变幻的大千世界

我们意志更坚豪情更壮 ：

立足 基层、面向社 会

指导工作、服务读者

——这办刊的宗旨

我们坚持不变

政策宣传、知 识更新

运作实 用、探讨超前

——这刊物的特色

我们 用心血 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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