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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存货计价方法使用状况的统计报告
——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刘洪波（教授），李 婉

（新乡学院商学院，河南新乡 45300）

【摘要】本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统计分析了中国企业存货计价方法实际使用的
状况，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上市公司存货计价方法的使用存在超准则规定范围的现象；粗放式核算是中国企业存货

核算的主流；上市公司的会计核算至少在管理思想方面基本上处于手工或半手工状态；上市公司财务人员的业务

素养令人担忧。本文建议企业进一步强化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力度，努力实现由粗放式核算向精准式核算的转变，

强力推进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提升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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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解释，存货是
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

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

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通常包括：在一个生产周期一次

性耗用的存货，如产成品、商品、在产品、半成品、原材料、

辅助材料等，以及在多个生产周期内多次耗用的存货，如

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周转材料等。《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
——存货》中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

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企业应

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

物进行摊销，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现实

中，我国企业存货在使用计价方法方面究竟是什么状态？

这其中是否又隐含着什么问题？

企业存货计价方法的不同，虽然不会影响企业一段

时期的存货价值总量的确定，但对各类存货的价值确

定、单个产品成本的确定、销售价格的确定、分期损益的

确定以及税负筹划等问题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存货计价方法的使用状况也可反映出企业物流管理的

信息化程度，进而折射出当今中国企业内部管理的现代

化水平。

一、样本选取说明

1. 系统全面抽样。本课题采用系统全面抽样的方法，
选取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市”）主板上市交易

的所有A股企业的 2013年年度财务报告作为调查样本。
样本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①在“深市”主板交易的A股企
业；②2014年正常公布2013年年度财务报告；③企业会计
核算应涉及存货计价方法问题。

2. 样本分类调查。由于产成品、商品、在产品、半成

品、原材料、辅助材料等一次性耗用的存货，与包装物、低

值易耗品、周转材料等多次耗用的存货在计价方法上存

在较大差异，本课题将存货样本分为“一次性耗用”与“多

次耗用”两大类。

2013年在深市挂牌交易的A股企业共计1 564家，其
中包括不涉及存货计价方法问题的金融行业企业 11家。
另外，有 20家未报告或未说清一次性耗用存货计价方法
的企业，因此，共有 1 533家企业满足一次性耗用存货的
样本条件；有 36家未报告或未说清多次耗用存货计价方
法的企业，因此，共有 1 517家企业满足多次耗用存货的
样本条件。“未报告”是指在统计期间未查到相关年度财

务报告，或虽有年度财务报告但没有报告存货计价方法

的会计政策。“未说清”是指在相关年度财务报告中虽然

提及了存货计价方法问题，但不能清晰地表明存货计价

的具体方法。如，某企业报告存货计价政策：“存货计价方

法：其他。”又如，“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各类存货的购

入与入库按实际成本计价，发出按加权平均法计价。”

3. 行业分类。本文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版）为依据，对样本企业进行分
类分析。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三类行业没有企业在“深市”主板上市

交易，“金融业”企业不涉及存货计价问题。因此，共有 15
个行业符合样本条件。

二、数据统计结果

（一）整体统计结果

1. 产成品、商品、在产品、半成品、原材料、辅助材料
等一次性耗用的存货计价方法使用情况的整体统计。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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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次性耗用存货计价方法统计数据说明。
（1）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提及的一次性耗用存货计

价方法有：加权平权法、移动加权平均法、全月一次加权

平均法、先进先出法、计划成本法、标准成本法、定额成本

法。其中，标准成本法和定额成本法只在制造行业中使

用。曾在中国企业使用十余年的后进先出法已经被取消。

（2）近九成企业存货计价使用加权平均法。系统抽样
的结果显示：“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全月一

次加权平均法”使用率分别为 75.47%、3.26%和 9.59%。根
据会计核算理论可知，“加权平均法”包括“移动加权平均

法”和“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一些上市公司将本公司存

货计价方法描述为“加权平均法”或是“移动加权平均

法”、“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但三者只是表述上的繁简

问题，实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三者使用率之和为 88.32%，
占我国企业存货计价使用方法的近九成。

（3）个别计价法的使用与其他方法相比较为突显。个
别计价法的使用率为12.79%，明显高于先进先出法（使用
率6.27%）、计划成本法（使用率3.91%）、标准成本法（使用
率1.30%）、定额成本法（使用率0.07%）等,仅低于加权平均
法（使用率88.32%）。
（4）在1 533家样本企业中，有1家制造业企业表述存

货计价方法为“定额成本法”。

（5）企业使用一次耗用存货计价方法总数为 1 734
个，超出样本企业数 1 533家，原因是部分企业使用了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计价方法，即对不同的一次耗用存货使

用了不同的计价方法。

3. 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周转材料等多次耗用的存货
计价方法使用情况的整体统计。见表2。

4. 多次耗用存货计价方法统计数据说明。
（1）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提及的多次耗用存货计价

方法有：一次转销法、五五摊销法、分次摊销法（或工作量

摊销法）三种。

（2）一次转销法（使用率 95.98%）的使用是主流，五五

摊销法（使用率6.59%）和分次摊销法（使用率4.35%）的使
用是辅助。

（3）使用多次耗用存货计价方法总数为 1 622个，超
出样本企业数1 517家，原因是部分企业使用了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计价方法，对不同的多次耗用存货使用了不同

的计价方法。

（二）行业统计结果

1. 产成品、商品、在产品、半成品、原材料、辅助材料
等一次性耗用的存货计价方法使用情况的行业统计。见

表3。
2. 一次性耗用存货计价方法的行业统计数据说明。
（1）加权平均法使用率超九成的行业是：农、林、牧、

渔业（100.01%，部分企业既使用移动加权平均法又使用全
月一次加权平均法），制造业（94.72%），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93.76%）及综合业（100%）四个行业。
加权平均法使用率最低的是住宿和餐饮业（50%）。
（2）在各行业中，加权平均法的使用都是最多的。
（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个别计价法使用最高

的行业，高达45.4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41.67%，均超
过40%。

3. 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周转材料等多次耗用的存货
计价方法使用情况的行业统计。见表4。

4. 多次耗用存货计价方法的行业统计数据说明。
（1）一次转销法使用率超九成的行业有：采矿业，制

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综合业等 12个行业。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综合业等6个行业一次转销法
的使用率达到 100%；另有 3个行业的一次转销法的使用
率也在八成以上。

（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
于五五摊销法和分次摊销法的使用率为零。

（3）建筑业对五五摊销法的使用率最高，达到18.75%。
五五摊销使用率达到10%以上的行业还有：农、林、牧、渔
业（15.38%），采矿业（11.11%），批发和零售业（10.17%），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2.50%），住宿和餐饮业（10%），综
合业（14.29%）等6个行业。
（4）分次摊销法使用率达到 10%以上的行业有：批发

和零售业（10.17%），住宿和餐饮业（10.00%），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10.00%）3个行业。另有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综合业等7个行业对分次摊销法的使用率为零。

样本
企业
总数

1 533

项目

使用
企业数

百分比
（%）

加权
平均
法

1 157

75.47

移动加
权平均
法

50

3.26

全月一次
加权平均
法

147

9.59

个别
确认
法

196

12.79

先进
先出
法

103

6.72

计划
成本
法

60

3.91

标准
成本
法

20

1.30

定额
成本
法

1

0.07

表 1

样本企业总数

1 517

项目

使用企业数

百分比（%）

一次转销法

1 456

95.98

五五摊销法

100

6.59

分次摊销法法

66

4.35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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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揭示

1. 上市公司存货计价方法的使用存在超准则规定范
围的现象。《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十四条规
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

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应

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

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进行摊

销，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

损益。”现实中，除了使用准则规定

的计价方法外，上市公司核算一次

性耗用存货成本时，还使用计划成

本法、标准成本法、定额成本法等；

多次耗用存货核算还使用分次摊

销法等超准则规定的计价方法。超

准则规定使用率分别为：5.28%和
4.35%。

2. 粗放式核算是中国存货核
算的主流。近九成的加权平均法使

用率和超九成的一次转销法使用

率支持了以上观点。

加权平均法是对一定时期内

同种存货不同批次、不同价格的平

均处理。这种平均处理在手工会计

核算条件下，可以极大地提高核算

效率，满足对总成本费用核算的要

求。但是，这种平均处理也使得各

种存货的计价成本变得不准确：

“同种存货”的范围大小、一定时期

内的批次多少、每个批次的数量差

异、不同批次价格差异高低等因素

都会影响加权平均后的存货计价，

并由此导致产品成本的不准确、分

期损益的人为操控、税负的人为调

节等后果。一次转销法是包装物、

低值易耗品、其他周转材料等在领

用时一次性转入有关资产的成本

或当期损益。这种计价方法的最大

优点是省事，缺点是周转材料一旦

领出基本上就脱离了会计管理，成

为账外资产。而备查账簿的后期

管理会抵消一次转销法的优势。因

此，采用“一次转销法+备查账
簿”式的管理，不如直接使用五五

摊销法。

3. 上市公司的存货核算至少
在管理思想方面基本上处于手工

或半手工状态（半手工是指Excel表完成会计核算）。即便
是一些企业会计核算使用了信息系统，但在存货管理方

面也依旧是手工核算的管理思想。

尽管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计划成本法、标准成

本法等也能在有关的信息系统中使用，但是这些核算理

证监会门类代码/
门类名称

A/农、林、牧、渔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B/采矿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C/制造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D/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E/建筑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F/批发和零售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G/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H/住宿和餐饮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I/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K/房地产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L/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M/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N/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R/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S/综合

行业样本百分比（%）

合计

整体样本百分比（%）

样本
企业
总数

26

27

1 098

31

33

61

24

10

102

57

14

11

20

12

7

1 533

加权
平均
法

22

84.62

18

66.67

888

80.87

26

81.25

22

66.67

31

50.82

17

70.83

3

30.00

54

52.94

36

63.16

7

50.00

7

63.64

14

70.00

5

41.67

7

100.00

1 157

75.47

移动
加权平
均法

3

11.54

3

11.11

33

3.01

1

3.13

1

3.03

2

3.28

0

0

1

10.00

6

5.8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

3.26

全月一次
加权平均
法

1

3.85

0

119

10.84

3

9.38

2

6.06

3

4.92

3

12.50

1

10.00

8

7.84

4

7.02

1

7.14

0

0

0

0

2

16.67

0

0

147

9.59

个别
确认
法

2

7.69

6

22.22

84

7.65

5

15.63

3

9.09

14

22.95

4

16.67

1

10.00

34

33.33

22

38.60

3

21.43

5

45.45

7

35.00

5

41.67

1

14.29

196

12.79

先进
先出
法

0

0

5

18.52

20

1.82

1

3.13

4

12.12

24

39.34

2

8.33

5

50.00

16

15.69

3

5.26

5

35.71

0

0

4

20.00

2

16.67

0

0

103

6.72

计划
成本
法

0

0

3

11.11

57

5.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

3.91

标准
成本
法

0

0

0

20

1.8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

1.30

定额
成本
法

1

0．09

1

0.07

因未报告或
未说清而扣
除的样本数

2

1

2

5

8

1

1

20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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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都是在手工核算状态下产生的。它们曾经对提高手工

状态下的核算工作效率、加强会计监督等都起到促进作

用。然而，这些方法的使用或多或少都会使相关会计信息

的质量受到损害，有时甚至是严重性的；另外，这些方法

的使用也会使会计信息的历史原貌变得面目全非，为会

计操纵留下隐患。然而，上述方法的使用率高达 100.25%

（88.32%+6.72%+3.91%+1.30%），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企业
都会使用一种或一种以上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受损或有悖

于历史成本计价原则的存货核算方法。

个别计价法能够实现一次性耗用存货的价值流转与

实物流转保持高度的一致，确保不同形态存货价值信息

的精准性，体现资产计价应当坚持历史成本原则为重的

中、外主流会计核算思想。另外，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中，由

于现代信息系统的支持，条码技术和射频技术的广泛应

用，个别计价法实务操作的工作量繁重问题已经不存在。

然而，在会计信息化建设已有二十余年的今天，个别计价

法在上市公司中的使用率仅仅只有 12.79%，不能不让人
对中国会计信息化的进程产生怀疑。

五五摊销法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对多次耗用

存货的管理既可以摆脱核算手续上的繁杂，又可以避免

出现账外资产。但高比率地使用一次转销法、导致大量账

外资产存在的现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电算

化程度不高。

上市公司有更多的信息交流的任务，理应成为这个

时代先进管理思想的倡导者和先进核算工具运用者。不

少上市公司已经使用了某种会计核算软件，但是，非个别

计价法、一次转销法等高比率的使用，说明会计核算软件

的使用仅仅是工具的替换，管理思想并没有更新换代。

4. 上市公司财务人员的业务素养令人担忧。就财务
报告的编写而言，存货计价政策的披露并不是一件技术

性非常强、表达起来非常困难的事项。然而，部分上市公

司甚至是国内著名的超大公司，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却

不如人意。主要存在问题有：

（1）漏披。在已有的财务报告模板中，应有的披露却
没有。如，存货计价方法：空缺；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空

缺；包装物摊销方法：空缺。

（2）表述矛盾、混乱。这种矛盾、混乱的表述让报告阅
读者不知所云。如，“计价方法：存货发出采用加权平均法

核算；存货日常核算以计划成本计价的，年末结转材料成

本差异，将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前后两处的“存

货”内容如何理解？又如，“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存货发

出时，低值易耗品发出采用一次转销法；原材料、委托加

工材料均采用计划成本核算，月末结转成本差异；库存商

品的领用、发出均按加权平均法核算”。

（3）缺乏专业知识。如，“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先进
先出法。原材料采用实际成本计价，原材料按实际成本计

价（原文重复），按先进先出法结转发出材料成本；产品成

本采用标准成本法核算，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差异全

部由当期完工产品成本负担，采用加权平均法结转销售

成本”。该企业财务人员表述重复，同时没有搞清楚计划

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区别，此处将计划成本法与标准成

本法混为一谈。又如，“计价方法：其他。存货中各类材料

证监会门类代码
/门类名称

A/农、林、牧、渔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B/采矿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C/制造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D/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E/建筑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F/批发和零售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G/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H/住宿和餐饮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I/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K/房地产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M/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N/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R/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行业样本百分比（%）

S/综合

行业样本百分比（%）

合计

整体样本百分比（%）

有效
样本
企业数

26

27

1 087

31

32

59

24

10

100

59

13

9

20

13

7

1 517

一次
转销法

23

88.46

26

96.30

1054

96.96

30

96.77

29

90.63

52

88.14

22

91.67

10

100.00

97

97.00

51

86.44

13

100.00

9

100.00

20

100.00

13

100.00

7

100.00

1 456

95.98

五五
摊销法

4

15.38

3

11.11

67

6.16

1

3.23

6

18.75

6

10.17

3

12.50

1

10.00

1

1.00

5

8.47

0

0.00

0

0.00

1

5.00

1

7.69

1

14.29

100

6.59

分次
摊销法

2

7.69

1

3.70

45

4.14

0

0.00

0

0.00

6

10.17

0

0.00

1

10.00

4

4.00

5

8.47

0

0.00

0

0.00

2

10.00

0

0.00

0

0.00

66

4.35

因未报告未
说清而扣除
的样本数

0

0

13

1

3

2

0

0

7

6

2

2

0

0

0

36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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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核算，均按定额成本计价。即各类材料的入库、领用

一律采用定额成本计价，各类材料的实际成本与定额成

本的差异，通过材料成本差异科目核算，每月月末将定额

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存货中在产品采用定额成本核算，

在产品实际成本与定额成本的差异通过‘生产成本差异’

科目核算，每月月末将定额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存货中

产成品采用定额成本核算，产成品实际成本与定额成本

的差异通过‘产成品差异’科目核算，每月月末将定额成

本调整为实际成本。”该企业的计价方法应该表述为“标

准成本法”。存货计价方法是没有“定额成本法”的，理论

上讲的“定额成本法”只在辅助生产费用分配和产品成本

计算中存在。

存在以上问题的企业虽然是少数，约有 119家，占样
本企业数（1 533）的7.76%，但这也是不应该的，毕竟中国
上市公司是从众多企业中挑选出来的，管理最为规范、会

计核算最为严谨的代表企业。这说明上市公司的财务人

员在责任心和专业素质方面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

5. 存货核算的未来已初显端倪。随着企业会计信息
化进程的推进，先进管理思想的普及，以及企业对核算精

确性的要求和对历史成本原则的尊重，个别计价法必然

成为一次性耗用存货计价的主流；对于账外资产的管理

要求，五五摊销法将成为多次耗用存货计价的主体。事实

上，就使用率而言，个别计价法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加权

平均法的存货计价方法，12.79%的平均使用率虽然不高，
但在个别行业中，个别计价法的使用率已经超过40%，且
出现在科技知识较为聚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行业与

文化、体育和娱乐行业，其合理性与未来性可窥见一斑。

四、本报告的局限性

1. 样本数量的局限性。本报告的样本仅为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的A股企业，共计 1 533家。相对于
全国企业的数量而言，本报告所揭示的问题一定存在局

限性。

2. 样本时间的局限性。本报告的样本数据取自于相
关上市公司2014年公布的 2013年年度财务报告。尽管税
法和企业会计准则都要求各企业会计政策应该具有一定

时期上的连续性，但一年期的样本数据，不能涵盖一些企

业因特殊情况而发生的计价方法政策变更的现象。变更

存货计价方法的企业可能是极少数的，但这也会影响本

报告结论的可持续性。

五、建议

1. 强化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力度。在 2006版企业会
计准则实施之际，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曾撰文指出：

“加强职业操守，严格执行新准则。”“严格执行会计准则

体系，是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重要法律义务和社会责

任。”现实中，约有近一成（9.63%=3.91%+1.30%+0.07%+
4.35%）的上市公司超准则范围地使用了计划成本法、标

准成本法、定额成本法、分期摊销法等。计划成本法、标准

成本法、定额成本法的使用对于企业日常成本的控制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最终也能将存货成本转换为实际成本。

但是，计划成本、标准成本、定额成本的制订，期末成本差

异的计算和分配方法的选择，以及分期摊销法的摊销期

限、摊销金额的确定等，都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

存货价值信息的客观性受到折损，侵蚀相关企业会计信

息的质量。这也许正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没有规定使用

各种非实际成本法和分期摊销法的原因。

2. 努力实现粗放式核算向精准式核算的转变。会计
核算过程中，有许多方面需要依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进行抉择，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成本计算方法的选

择、会计要素计量属性的选择、折旧方法的选择等等。在

手工核算的环境中，效率是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时最

为重要的指导思想。然而，在信息化的环境中，核算效率

已不再是困扰会计人员的重要问题，人们对会计信息的

质量要求会随会计信息化进程的推进而提升。会计核算

精准化，理应成为了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首要指导思想，

并将被贯彻落实于各种核算方法的抉择中。

3. 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从国家层面
而言，我国应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力争通过 5 ~ 10
年的努力，建立健全会计信息化法规体系和会计信息化

标准体系［包括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分类标准］。
从企业层面而言，有条件的企业，一方面应该全力培养会

计信息化人才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加大信息化建设的资

金投入，确保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基本条件。

4. 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思想。中国企
业的信息化建设不仅是技术设备的更新、资金的投入，更

是管理理念和管理思想的全面提升。信息化的设备、软件

加手工核算的思维方法，是中国企业现阶段会计信息化

的基本状态，提升中国企业信息化管理思想任重道远。会

计信息核算方面，应以会计信息质量为最大追求。会计信

息管理方面，就企业内部而言，第一层级基本实现会计信

息化与经营管理信息化的全面融合，第二层级基本实现

管理信息化与技术信息化全面融合，做到数出一门、资源

共享。就企业外部而言，基本实现会计师事务所采用信息

化手段对客户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进行分析、审计，提

升社会审计质量和效率；基本实现政府会计管理和会计

监督的信息化，提升会计管理水平和监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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