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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上旬

际材料单价

C=在制品材料实际成本=A-B

工单在制约量=C/b

假设工单没有期初余额，当月领用的材料实际金额为 1 188

元，单个成品实际成本为 10元，当月完工入库为 100PCS，则

在制材料的金额为 188元，工单在制约当量为 18援8PCS。假设

当月投入工时为 210小时，分摊给该工单的实际人工费为 1 600

元，制造费用为 3 000元，则期末在制品：

生产成本———直接人工：1 600/118援8伊18援8=253援20（元）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3 000/118援8伊18援8=474援75（元）

（2）按投入套数计算（领料套数）。当工单领料按照 BOM

成套发时，计算在制约当量直接按照套数来计算。这种方法明

显有缺陷，因为只要领料，就会和完工产品一样分摊人工和制

造费用。

（3）无在制约当产量。适用的情况：工序比较短、期末在制

品比较少且在制品比较稳定。工单的人工制造费用不分摊给

在制品，全部由当月完工产品承担。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呢？假设一个数量很大的工单，当月月末快完工，但是入库只

办理了一部分，则会出现完工入库产品的人工和制造费用虚

增的情况。要避免这种异常情况的出现，我们可以要求生产管

理部门在下达工单时不要下达数量很大的单，而且要求生产

部门在月末控制好在制品，尽可能在月末完工。

假设工单没有期初余额，当月领用的材料实际金额为 1 188

元，单个成品实际成本为 10元，当月完工入库 100PCS，则在

制材料的金额为 188元，假设当月投入工时为 210小时，分摊

给该工单的实际人工费为 1 600元，制造费用为 3 000元，则

期末在制品的金额为 188元，人工制造费用为零。

（4）按实际投入工时计算。我们如果能够区分完工产品和

在制品各自的投入工时，则人工和制造费用的分摊按照投入

工时来分摊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个工时数据的

区分呢?生产部门对业务最熟悉，最后一个没有完工的工单到

底投入了多少人工作了多少小时，他们都有工时日报在统计，

所以要获得这个数据并不难。只是财务需要将我们对数据的

需求准确地表达出来。

获得了准确的工时数据后，我们如何实现分摊呢?如果用

了财务软件，则一定要区分完工产品工时和在制品工时，分别

录入系统，否则系统无法区分。在期末在制品的工单数量不多

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分开录入并不增加多少工作量。

假设工单没有期初余额，当月领用的材料实际金额为

1 188元，单个成品实际成本为 10元，当月完工入库 100PCS，

则在制材料的金额为 188元，假设当月投入工时为 210小时，

其中完工产品投入工时 200小时，在制品投入工时为 10小

时。分摊给该工单的实际人工费为 1 600元，制造费用为 3 000

元，则期末在制品：

生产成本———材料成本：188元

生产成本———直接人工：1 600/210伊10=76援19（元）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3 000/210伊10=142援86（元）

2. 标准成本法下。如果使用了系统，生产工单每次完工

入库都会做报工，会将每次入库的实际投入工时录入系统，所

以，核算在制品的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时，思路和上述实际成

本法下的“按实际投入工时计算”是一样的。

如果使用的系统不按每次完工进行报工，则我们可以考

虑按照成品的标准工时和实际人工、制造费用的工时成本来

结转，剩余部分留在在制品里。

（摘自《做顶尖成本会计应知应会 150 问》，中国海关出

版社 2011年 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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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

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从

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通货膨胀使企业

产品或劳务的价格上涨，同时企业购进商品或劳务的价格也

呈上涨趋势，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和毛利都会发生变化。

例：某企业某年度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购进商品 1 000

元（不含税），产品的销售价格为 1 200元（不含税）。假设由于

通货膨胀，购进商品价格和产品的销售价格都上涨 10%，企业

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毛利润分别是多少？假设由于通货膨胀，

购进商品价格上涨 10%，产品的销售价格上涨 5%，企业的增

值税应纳税额、毛利润分别是多少？计算过程见下表。

可以看出，在企业购进商品价格上涨的前提下，如果产品

销售价格也能同步上涨，虽然增值税销项税额、应纳税额增加

了，但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增值税增加对企业利润无影响，

企业的毛利润反而增加了；如果产品销售价格不能同步上涨，

虽然增值税应纳税额下降了，但由于购进商品增加的成本不

能完全转嫁出去，因而对企业利润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毛利降

低或上涨幅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幅度）。因此，在通货膨胀条

件下，企业不应考虑增值税税负的提高，应尽可能提高产品

或劳务的售价，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当然，提高产品或劳务的

售价，有可能使销量下降从而失去市场份额，所以企业也应注

意保持提高价格和保证销量之间的均衡，以使企业的收入最

大化，更好地转嫁购进商品增加的成本和增值税税负。茵

通货膨胀时企业增值税

税负和毛利的变化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薄异伟

项 目

价格上涨前

购价和售价都涨10%

购价涨10%袁售价涨5%

进项
税额

170

187

187

销项
税额

204

224援4

214援2

应纳
税额

34

37援4

27援2

毛利润

200

220

160

毛利
变化

-

+20%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