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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债券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方法是以公允价值进

行后续计量和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两种会计核算方式的结

合体。对于观点二，由于是按照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两条线来

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因此，用摊余成本和公允

价值的差额来计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或减

值损失有欠妥当。

鉴于此，本文认为，对于债券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后

的会计处理，应按照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两条线来对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且摊余成本不受减值影响（若摊余

成本受减值影响，当公允价值上升时无法转回），但摊余成本

只是用来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的摊销，只对

账面价值产生影响。而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

允价值的差额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当公允价值持续下跌且下跌幅度较大时，确认减值损失。如果

以后的会计期间其公允价值上涨并且上涨原因与原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的原因相同，企业可以将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转回。

因此，本文认为上述例子的会计处理为：淤借：应收利息

5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41；贷：投资收益 100。

借：银行存款 59；贷：应收利息 59。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 141；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41。

于借：应收利息 5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45.1；

贷：投资收益 员04.1。借：银行存款 59；贷：应收利息 59。摊余成

本为 1 086.1万元（1 041+45.1），账面价值为 945.1万元（1 041-

141+45.1），减值损失为原195.1万元（750原945.1），同时，原直

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因公允价值暂时性下降形成的累计损

失，也应当予以转出。借：资产减值损失 336.1；贷：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95.1，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 141。减值后，摊余成本不受其影响，账面价值为 750万元

（1 086.1-336.1）。盂借：应收利息 5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49.61；贷：投资收益 108.61。借：银行存款 59；

贷：应收利息 59。借：资产减值损失 99.61（750+49.61-7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99.61。榆借：应收利

息 5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54.571；贷：投资收益

113.571［（1 086.1+49.61）伊10%］。借：银行存款 59；贷：应收利

息 59。账面价值为 754.571万元（700+54.571），公允价值变动

为 445.429万元（1 200-754.571），但只能转回减值损失 402.1

万元（336.1+66），其余的计入所有者权益。借：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45.429；贷：资产减值损失 402.1，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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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两个问题例解

【摘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和存在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分别是存货准则和或有事项准则中与存货相关的难点问题。但

相关法规和教材均没有给出较为详细的实例解答，影响了广大财会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本文给出了这两

个疑难问题的例解。

【关键词】存货 跌价准备 亏损合同 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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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一存货中有合同部分和无合同部分分别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和转回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的解释，“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

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应当

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相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

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金额，由此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不得相互抵销。”

具体例解如下：

1.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例 1：甲公司按单项存货、按年计提跌价准备。2011年 12

月 31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前 A产品的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5万元。2011年 12月 31日，甲公司期末存货有关资料如下：

A产品库存 3 000台，单位成本为 1万元，市场销售价格为每

台 1万元。甲公司已经与长期客户某企业签订一份不可撤销

的销售合同，约定在 2011年 2月 10日向该企业销售 A产品

2 000台，合同价格为每台 1.2万元。向长期客户销售的 B产

品平均运杂费等销售税费为每台 0.15万元；向其他客户销售

的 B产品平均运杂费等销售税费为每台 0.1 万元。假定造成

有合同部分的 A产品减值的影响因素消失，有合同部分的 A

产品的减值可以转回。

解析：

（1）A产品有合同部分：可变净现值=（1.2原0.15）伊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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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0（万元），账面成本=1伊2 000=2 000（万元）。可变净现值跃

账面成本，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由于造成存货减值的影响因

素消失，应转回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转回

金额=15衣3 000伊2 000=10（万元）。

借：存货跌价准备———A产品 100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A产品 100 000

（2）A产品无合同部分：可变净现值=（1-0.1）伊1 000=900

（万元），账面成本=1伊1 000=1 000（万元）。可变净现值约账面

成本，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1 000原

900-15衣3 000伊1 000=95（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A产品 950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A产品 950 000

2. 需要进一步加工的材料存货。

例 2：甲公司对存货按照单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伊9年末有库存材料丁 20吨，每吨实际成本 1 600元。全部

丁材料专门用于生产 A产品 10件，A产品每件加工成本为

2 000元，每件一般售价为 5 000元，现有 8件已签订销售合

同，合同规定每件为 4 500元，假定销售税费均为销售价格的

10%。丁材料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解析：

（1）有合同的 A产品耗用的丁材料。

判断 A产品是否减值。A产品可变现净值=4 500伊（1-

10%）伊8=32 400（元），A产品成本=20伊1 600伊8衣10+2 000伊

8=41 600（元）。由于 A产品的可变现净值都低于成本，说明 A

产品耗用的丁材料期末应考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判断有合同的 A产品耗用的丁材料是否减值。A产品耗

用的丁材料的可变现净值=4 500伊（1-10%）伊8-2 000伊8=

16 400（元），A产品耗用的丁材料的成本=20伊1 600伊8衣10=

25 600（元），A产品耗用的丁材料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5 600-

16 400=9 200（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丁材料 9 200

贷：存货跌价准备———丁材料 9 200

（2）无合同的 A产品耗用的丁材料。

判断无合同的 A 产品是否减值。A 产品可变现净值=

5 000伊（1-10%）伊2=9 000（元），A产品成本=20伊1 600伊2衣

10+2 000伊2=10 400（元）。由于 A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都低

于成本，说明 A产品耗用的丁材料期末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判断无合同的 A产品耗用的丁材料是否减值。A产品耗

用的丁材料的可变现净值=5 000伊（1-10%）伊2-2 000伊2=

5 000（元），A产品耗用的丁材料成本=20伊1 600伊2衣10=6 400

（元）。A 产品耗用的丁材料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 400-

5 000=1 400（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丁材料 1 400

贷：存货跌价准备———丁材料 1 400

从以上例子可知，若一项存货中，有合同存货部分或无合

同存货部分发生了减值，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而另一项发

生了升值，需要转回存货跌价准备时，是否合并确定存货可变

现净值和存货跌价准备，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不同的。例 1

中，A产品的账面价值为 2 900万元（3 000伊1-15+10-95）。若

合并确定 A产品可变现净值和存货跌价准备，A产品的可变

现净值为 3 000万元（2 100+900），A产品的成本为 3 000万

元（2 000+1 000），此时，A产品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A

产品的账面价值为 2 985万元（3 000伊1-15）。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约定、其他部

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不能合并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和存货跌

价准备，即使合并确定与分别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和存货跌

价准备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结果是相同的。如例 2中，将存货分

为有合同和无合同两部分分别处理后，丁材料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总金额为 10 600 元（9 200+1 400），“存货跌价准

备———丁材料”账户余额为 10 600元，丁材料的账面价值为

21 400元（1 600伊20-10 600）。若将有合同和无合同存货合并

处理，丁材料“存货跌价准备———丁材料”账户余额仍为

10 600元，丁材料的账面价值也未变化。可见，两种不同的处

理方式并不影响丁材料的账面价值。虽然结果相同，但后者并

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拥有合同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的解释，“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

合同时，企业拥有合同标的资产的，应当先对标的资产进行减

值测试并按规定确认减值损失，如预计亏损超过该减值损失，

应将超过部分确认为预计负债。”

具体例解如下：

例 3：2010年 8月，甲公司与丁公司签订一份 C产品销

售合同，约定在 2011年 2月底以每件 0.3万元的价格向丁公

司销售 300件 C产品，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的 20豫。2010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库存 C产品 300件，成本总额为 120万

元，按目前市场价格计算的市价总额为 110万元。假定甲公司

销售 C产品不发生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解析：

执行合同发生损失=120-300伊0.3=30（万元），不执行合

同发生损失=300伊0.3伊20%=18（万元）。因为不执行合同造成

的损失较低，甲公司应选择不执行合同。若不执行合同，则应

以市场价格，而不是合同价格为基础确定资产减值准备了。C

产品可变现净值=110-0=110（万元），C产品成本=120（万

元）。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120-110=10（万元）。此

时，预计亏损 18万元超过该减值损失 10 万元，应将超过部

分8万元确认为预计负债。

借：资产减值损失 100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100 000

借：营业外支出 80 000

贷：预计负债 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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