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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会计制度和供销合作社会计制度都规

定，实行售价金额核算的零售企业，在年终决

算前的适当时候，要对“进销差价”科目进行

一次调整。可是，据了解有些零售企业的会计

人员，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因而

未能按照规定认真进行这项工作。为此有必要

谈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

“进销差价”科目的调整

我们知道，采用售价金额核算 的 零 售企

业，在每个月末对已销售商品的进销差价（即

实现的毛利），是采用综合差价率或分柜组差

价率按存、销商品的比例进行分摊计算的。这

样计算的结果是不准确的。现假设某零售商店

经营甲、乙两种商品，甲商品的全部售价金额

为 100，000 元，实际进销差价率为10%，则它

的进销差价为10，OOO元；乙商品的售价金额也

是 100，000 元，但实际进销差价率为20%，则

它的进销差价为20，OOO元。这样，该商店库存

商品的售价金额共为 200，OOO元，共有进销差

价30，000元，其综合差价率为15%。我们再假

设本月销售的商品全部为甲商品，销售金额为

100，000元，则企业已销售商品的进销差价 实

际为 10，000元，库存商品应保留的进销差价

应为20，000元。而按综合差价率计算的已销售

商品进销差价则为15，OOO元，这样，在结转已

销售商品进销差价时就多结转了 5，000 元，账

面保留的进销差 价（30，000元-15，000元=
15，000元）比应保留的进销差价（20，OOO元）

少5，000元。反之，如果销售的100，000元商品

全部是乙商品，则已销售商品的进销差价实际

为20，000元，“进销差价”科目应保留的余额

应为10，000元；而按综合差价率计算，账面就

要多保留进销差价 5，000 元。由此可见，由于

各种商品的进销差价率不同，它们在全部库存

商品中的比重以及在销售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也

不同，因此，按综合差价率计算的已销售商品

进销差价和库存商品保留的进销差价，就会同

实际有一定差距。实际上，零售企业所经营的商

品品种和各种商品的进销差价率，比上面所举

例子复杂得多，每月发生的差距，月复一月，
一年积累下来，数额就比较大了。因此就给会

计核算带来以下问题：
1.在“营业成本”科目中，由于根据售

价金额冲减已销售商品进销差价计算出来的商

品销售进价不准确，因而由此计算出来的毛利

额和毛利率就不正确。用这些指标考核企业的

经营管理情况就失去可靠性。
2. 由于商品销售毛利计算不准确，就会

影响企业的财务成果——利润计算的正确性。
利润虚增，企业就会把一部分流动资金作为利

润上缴给国家，和作为企业利润留 成基金 使

用，从而影响企业流转资金的正常需要。利润

虚减，就会把应上缴的一部份利润留在企业，

并少留企业利润留成基金，这不仅影响国家的

财政收入，也会影响职工的福利开支。
3.企业资金表中所列“库存商品”，是

根据企业 “库存商品”科目和 “进销差价”科

目的余额相互抵销后的数字填列的，它反映企

业库存商品资金的实际占用额。“进销差价”

科目的余额计算不准确，就会影响资金表中的

“库存商品”以及流动资金总额、全部资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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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等一系列指标的正确性。
因此，为了正确地反映企业商品资金的实

际占用情况和已销售商品的进销差价，正确地

计算企业的财务成果和办理盈亏缴拨结算，实

行售价金额核算的零售企业，一定要在年终决

算前的适当时候，对“进销差价”科目进行一

次核实调整。

怎 样 进 行

“进销差价”科目的调整

“进销差价”科目的调整，就是要使“进

销差价”科目结转后的余额，与按售价金额核

算的库存商品应保留的进销差价的 数 额 相一

致。一般是采用 “实际进销差价计算法”或按

大类商品“综合进销差价率计算法”分别计算

和进行的。
1.实际进销差价计算法。实际进销差价

计算法是通过对全部库存商品进行实地盘点，

先计算出全部库存商品的进价金额，然后计算

库存商品按售价核算应保留的进销差价数额，
再与“进销差价”科目余额进行比较，确定应

调整“进销差价”科目的数额。
①根据全部库存商品盘点结果，计算每一

种商品的进价金额：即以某种商品数量乘原进

货单价（如原进货单价无法查找，可用最后一

次进货单价代替）。各种商品的进价金额，可

结合商品盘点表计算得出。
②加计全部库存商品的进价总额。
③计算应保留的进销差价数额：即以 “库

存商品”科目余额减全部库存商品进价总额。
④确定应调整“进销差价”科目的数额。

从道理上讲，如果每月按商品的存、销比例分

摊和结转的已销售商品进销差价准确，则库存

商品所保留的进销差价数额应与 “进销差价”

科目的余额相一致。但由于前述原因，两者的

余额往往不一致，其差额也就是应调整的进销

差价的数额。即以应保留的进销差 价 数 额减

“进销差价”科目余额求得。
⑤调整“进销差价”科目的帐务处理。如

果应调整的进销差价的数额为“负值”，说明

“进销差价”科目余额大于实际应保留的进销

差价数额，即以前月份少冲转了已销售商品进

销差价，因此应作以下帐务处理进行调整：

减：进销差价  ×××

减：营业成本  ×××

如果应调整的进销差价数额为“正值”，则说

明 “进销差价”科目余额小于实际应保留的进

销差价的数额，也就是以前月份多冲转了已销

售商品进销差价，因此应作以下帐务处理进行

调整：

增：进销差价  ×××

增：营业成本  ×××

以上是采用综合差价率计算商品进销差价

的零售企业，调整“进销差价”科目的方法。
有的零售企业核算较细，如采用分柜组差价率

计算和结转已销售商品进销差价，则可按柜组

分别计算和进行调整。其计算和调整的方法与

上述相同，只是把计算的范围划小，以柜组为

单位即可。
2.按大类商品综合进销差价率计算法。

有的零售企业商品品种较多，人力有限，如按

盘点结果一一计算商品进价确有困难的，制度

规定也可采用按大类商品综合进销差价率进行

计算。按大类商品综合进销差价率计算法，就

是在盘点时将进销差价率相同的商品 归 为一

类，根据各类商品的售价金额，按其进销差价

率倒求该类商品的进价，然后加计全部库存商

品的总进价，计算出实际应保留的进销差价数

额，再与 “进销差价”科目余额相比较，确定

应调整“进销差价”科目的数额。这种做法的

具体步骤与“实际进销差价计算 法”基本 相

同，这里只将倒求各类商品进价总额的计算方

法介绍如下：某类商品的售价总金额减（某类

商品的售价总金额乘该类商品的进销差价率）。
总之，年终决算前对库存商品和已销售商

品进销差价进行一次核实和调整，是正确核算

企业的营业成本、销售毛利、财务成果和商品

资金实际占用的重要条件，我们财会部门必须

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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