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讨论

平均供应间隔日数应如何计算

郝建军

在计算（核定）工业企业储备资金需要量时，要

用到定额日数法。其中，当一种材料由几个单位供应

时，需要计算平均供应间隔日数。笔者所见到的各种

《 工业企业财务管理》 教材及有关文章，都认为应采

用下列公式计算：

这样计算，看起来似乎正 确，实际却是不对的。

原因在于，这种方法片面地、孤立地看待几个单位对

某种材料的供应间隔日数，而 不是综合考虑各个供应

单位的供应情况，确定 “具体的供应 间隔日数”。

所谓材料供应间隔日数，是指某种材料先后两次

采购的间隔日数。当一种材料由几个单位供应时，各个

单位均有一个供应间隔日数，但这并不就是该种材料

具体的供应间隔日数。因为，前者只是孤立地从每个

供应单位角度看的，而后者则在综合考虑各个供应单

位的供应情况的基础上来 确定的。为了把二者区别开

来，我们把前者叫做“单位供应间隔日数”，把后者叫做

“具体供应间隔日数”。计算某种材料的平均供应间隔

日数，应按后者加权平均。我们 通过实例来具体分析：

例： A 材料由甲、乙两地供应，供应间隔日数分

别为20天、 40天，全年供应总量分别为5 400元、1800

元。求A 材料的平均供应间隔日数。

解：A 材料全年供应量为7 200元（5400+1800），
平均每日 耗用 量为20元（7 200 ÷360），甲单位20天

供应一次，那 么 一年供应18次（360 ÷20），每次供

应量为300元（5 400 ÷18）；乙单 位 40 天 供 应一次，

那么一年供应 9 次（360 ÷40），每次供应量为 200元

（1 800 ÷9）。按照节约使用 资金的要求，A 材 料的

供应、使用顺序可按下图：

上图表示 A 材料四个月内的供应情况（另八个月

的情况与此一样，即重复两次）。即乙单位供应的第

一批材料于上月30日入 库，到下月10日刚用完时，甲

单位供应的第一批材料入库，到本月25日即甲单位第

一批材料刚用完时，甲单位的第二批材料又入库了。

其余类推。

从上例可以看出，A 材料的具体供应间隔日数有

两个：一个是15天，一个是10天（在上图中 我们假定

先由乙单位供应，当然也可以先由甲单位供应，但这

并不影响A 材料具体供应间隔日 数的长短）。供应间隔

日数为15天的材料计算期供应总量为5 400元（即甲单

位的供应总量），供应 间隔日数为10天的材料计算期供

应总量为1800元（即乙单位的供应总量）。以计算期

供应总量为权数，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A 材料的平均

供应间隔日数为：

由供应间隔日数决定的周转储备所占用的资金（不考

虑供应间隔系数）为：

20 ×14= 280（元）

而如果按教材所介绍的方法，则A 材料的平均供

应间隔日数为：

由供应间隔日数决定的周转储备所占用的资金（不考

虑供应间隔系数）为：

20 ×25= 500（元）

显然，按照现行教材中的办法计算的供应间隔日

数是错误的，从 而 据 以 计算的资金需要量也是错误

的。

以上我们以实例进行了个别分析，通过这一实例

还可以推出计算平均供应间隔日数的公式。

从上例可以看出，材料的具体供应间隔日数就是

各单位每次供应量可使用的天数。所以平均供应间隔

日数的计算公式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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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公式计算平均供应间隔日数，不需要求

各单位的供应间隔日数。事实上，读者从上面的图示中

可以看出，某单位每次的供应间隔日数不一定完全相

等，实际上也是一个平均数。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

这是由节约资金的要求决定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现行教材认为只在几个单

位的供应间隔日数不相等时才需要计算平均供应间隔

日数，而当几个单位的供应间隔日数相等时，则不需要

计算平均供应间隔日数。显然，这是以 单位供应间隔

日数代替材料具体供应间隔日数。实际上，从以上分

析可以看出，只要一种材料由几个 单位供应，就必然

形成该材料的具体供应间隔日数与各单位供应间隔日

数不一致（前者总是比后者小），而计算资金需要量

需要的是材料的具体供应间隔日数。所 以，即使在几

个单位供应间隔日数相等时，也应按上述办法计算材

料的平均供应间隔日数。

问题讨论
医疗单位的会计核算应该

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方法

吴赵茂

目前，医疗单位在会计核算上一般都采用“收付

实现制”的方法。对门诊公费医疗单位和劳保记帐诊

病单位的医药费，什么时 候收 到，就 全部列进当期

（一般按月）的收入中去。由于住院病人的住院期不

等，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是跨月、跨年住院的，门诊公

费医疗单位和劳保记帐诊病单位 的医疗费也往往不能

及时收回，常常出现一拖再拖，最后集中一次结算交

付的情况。因此，会计帐表上出现各月的业务收入时

高时低，时盈时亏，药品 的 差 价率也不能 真实地反

映，失去了会计核算的反映和监督的作用。要克服这

些弊端，就必须采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方法。

采用 “权责发生制”的核算方法，在会计帐务处

理上，也是简单易行的。财会人员 在每月终了前，把

当月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计算清理后，分别记入相应

的收入或支出项目，对方科目记 “应收 款”或“应付

款”进行反映，到款项收回或支付时，进行冲销。
例如：10月31日，住院收费处 送来公费医疗病人

结算帐卡，列明住院费150元，药品费 600元，治疗费

250元，共计1 000元。

财会部门根据结算帐卡作如下帐 务处理：
收：业务收入——住院收入（住院费）150

——住院收入（药品费）600

——住院收入（治疗费）250

付：应 收 款 ——公费医疗——（单位名称）1 000

12月20日，公费医疗单位通过银行付来10月份欠

医疗费款1 000元，应作帐务处理：

收：银行存款 1 000

收：应收款——公费医疗-单位名称1 000

可以看出，采用“权责 发生制”的 核算方法，

虽然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是，对考核和分析一个单

位各个时期各项经济指标所需要 的真实资料，是很有

价值的。

财会动态

简讯  

水利电力部成立水

利电力会计学会

最近，水利电力部成立了水利电力会计学会。会

议通过了《 水利电力会计学会章程》；选举了学会第

一届领导成员；研究、制定了学会今、明两年的工作

要点。

会议认为，会计学会的学术研究活动要走“围绕

中心、抓住重点、服务现实、发展理论”的路子。为

此，学会组织成立了会计核算与电算化、施工企业财

务、基建投资管理，电力财务资金、水利财务资金、

电热价格等六个专业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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