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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改增”后各业务类型税后净利计算。若含税服务收

入A=300万元，光租、干租服务成本 a=180万元，增值税进项

税额W=30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T=25%，其他条件如前文

所述，则税后净利计算公式及结果见表4，计算过程省略。

4. 小结。从表4可以看出，当远洋运输企业提供期租和程

租服务、航空运输企业提供湿租服务，向客户加收的固定成

本不超过其单纯从事光租业务和干租业务收取的运输费的

46.62%时，远洋运输企业和航空运输企业虽然将增加企业所

得税，但可以节省流转税，还会增加企业的税后净利。

当向客户加收的固定成本超过其单纯从事光租业务和

干租业务收取的运输费的46.62%时，虽然可以降低企业所得

税，但副作用相当大。

当远洋运输企业提供期租和程租服务、航空运输企业提

供湿租服务，向客户加收的固定成本等于其单纯从事光租

业务和干租业务收取运输费的 46.62%时，为无差别点，即提

供光租、干租服务与提供期租、程租和湿租服务缴纳的税费

和税后净利无差别。

【注】 本文系“2012 年度广东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财务管理专业”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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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

远洋运输企业
从事光租业务

航空运输企业
从事干租业务

远洋运输企业
提供期租服务

远洋运输企业
提供程租服务

航空运输企业
提供湿租服务

含税运
输收入

A

A+B

应纳增值税

A/（1+17%）×
17%-W

（A + B）/（1 +
11%）× 11%-
W

应纳企业所得税

｛A/（1+17%）-a-［A/
（1+17%）×17%-W］×
（7%+3%）｝×T

｛（A+B）/（1+11%）-
a - B-［（A + B）/（1 +
11% ）× 11%- W］×
（7%+3%）｝×T

表 3 “营改增”后应纳税额计算

业务类型

远洋运输企业
从事光租业务

航空运输企业
从事干租业务

远洋运输企业
提供期租服务

远洋运输企业
提供程租服务

航空运输企业
提供湿租服务

税后净利
计算公式

｛A/（1+17%）-a-
［A/（1 + 17%）×
17%-W］×（7%+
3%）｝×（1-T）

｛（A + B）/（1 +
11% ）- a - B-
［（A + B）/（1 +
11%）×11%-W］×
（7%+3%）｝×（1-
T）

税后净利（万元）

11.288 5

B/A=
30%时税
后净利

15.364 9

B/A=
46.62%
时税后
净利

11.288 5

B/A=
60%

时税后
净利

8.006 8

表 4 “营改增”后税后净利比较



发出存货成本的简便计量

——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

喻 强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成都 610103）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规定，企业可以采用的

发出存货成本计量方法包括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月末

一次加权平均法和移动平均法。笔者认为，这几种方法均需

先估计存货的单位成本，工作量较大，计算也较为复杂，同时

需针对不同存货的特点，考虑存货的价格波动、单位成本和

价值高低等因素进行合理选择，通用性不强，且有的方法易

导致虚构利润。

本文拟介绍一种通用性较强、计算较为简单的期末一次

计算发出存货成本的计算方法——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该

方法是笔者通过在一些生产经营不同品种存货的大中小工

商企业进行实际应用，并与其他存货发出计量方法对比分

析、反复验证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结，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简

便性和准确性。

笔者在企业会计报表审计实务中，常用此方法对企业发

出存货的成本和期末结存存货成本的准确性进行复核测算，

极大地提高了审计效率。

【摘要】本文拟介绍一种以存货的销售数量比例来分配发出存货和结存存货成本的方法，即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这

种方法不仅计算简单，而且由于以数量进行分配，使存货成本避免受到物价变动的影响。

【关键词】存货成本 先进先出法 加权平均法 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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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的计算原理

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是指在期末计算发出存货成本时，

以本期发出存货数量与本期期初存货结存数量和本期存货

入库数量之和相比，乘以本期期初存货金额和本期存货入库

金额之和，以确定本期发出存货的成本及结存存货成本的计

算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存货销售数量比率=本期发出存货数量÷（期初存货数

量+本期入库存货数量）×100%

本期发出存货成本=（期初存货成本金额+本期入库存货

成本金额）×存货销售数量比率

期末结存存货成本=期初结存存货成本+本期购入存货

成本－本期发出存货成本

二、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应用举例

例：A公司2013年8月甲商品的收入、发出及结存情况见

下表（计量单位：个，金额单位：元）：

A公司 8月份发出甲商品成本及期末结存成本计算如

下：存货销售数量比率=35 000÷（20 000+40 000）×100%=

58.33%，本期发出存货成本=（200 000+560 000）×58.33%=

443 308（元），期末结存存货成本=200 000+560 000-443 308=

316 692（元）。

可见，此方法的计算原理就是将期初存货成本金额和本

期入库存货成本金额之和按存货销售数量比例，在发出存货

成本与期末存货成本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不需要先估计存货

的单位成本。该方法适用于各类不同存货期末集中计算发出

成本的情况。

三、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与先进先出法、期末一次加权

平均法比较

由于个别计价法计算较为复杂，很少企业采用，而移动

平均法不属于期末一次计算成本方法，故本文选择与先进先

出法和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进行比较。

1. 与先进先出法比较。先进先出法是假设先入库的存货

先发出，并根据这种假设的成本流转顺序对发出存货和结存

存货进行计量的一种计价方法。这种方法每次发货时，都是

假设发出的是最先入库的存货，其发出存货的单价也是最先

入库的存货单价。

先进先出法下顺算成本与倒挤成本计算结果一样，本文

选择倒挤成本法计算。由上表计算如下：期末结存存货成本=

10 000×16+15 000×14=370 000（元），本期发出存货成本=

200 000+560 000-370 000=390 000（元）。

可见，先进先出法计算的发出存货成本比销售数量比例

分配法低73 308元，其主要原因为该存货进货单价本期持续

上涨。即在物价上涨时先进先出法计算的成本偏低，利润偏

高（物价下降时则相反）。而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不受物价变

动影响，计算结果较为合理。此外，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发出存

货成本时，有时要同时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成本进行计

算，比较繁琐。

2. 与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比较。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以

本期全部进货数量加上期初存货数量，除本期全部进货成本

金额加上期初存货成本金额，计算出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

本，并以此为基础计算本期发出存货成本和期末存货成本。

由上表计算如下：加权平均单价=（200 000+

560 000）÷（20 000+40 000）=12.67（元/个），本期发

出存货成本=35 000×12.67=443 450（元），期末结

存存货成本=200 000+560 000-443 450=316 550

（元）。

可见，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发出存货成

本与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两

种方法均消除了物价变动对成本的影响。但销售数

量比例分配法因只需取得存货本期进销存数量和

金额，不需要计算平均单价，这些数据在永续盘存

制下更易获得。

2013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教材《初级会计实

务》第25页[例1—26]题，分别讲解了不同方法计算的 D 商品

发出存货成本和期末结存存货成本。其中：先进先出法下

发出存货成本为 4 800元，期末结存存货成本为 2 200元；月

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下发出存货成本为 5 090.80元，期末结存

存货成本为1 909.20元。

如采用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计算，其结果如下：存货

销售数量比率=400÷（150+400）×100%=72.73%，发出存货成

本=（1 500+5 500）×72.73%=5 091（元），期末结存存货成本=

1 500+5 500-5 091=1 909（元）。

由此再次证明了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发出存货

成本与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计算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但计

算的难易程度显然不同。此外，销售数量比例分配法在具体

应用中，要注意扣除特殊销售发生时已结转了成本的业务和

非经营性增加或减少的存货数量及金额，以保证成本计算的

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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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商品进销存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