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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损失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玲慧，章淑薇，金献坤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现行成本会计对废品损失的界定以及核算方法做出了规定，但都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商榷。本文阐述

了如何通过废品损失的发生本质来判断是否界定为废品损失，同时，举例分析现行废品损失核算中出现的问题，并

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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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上废品主要是指由生产原因造成的质量不符合

规定技术标准、不能按原定用途使用，或者需要加工整理

后才能按原定用途使用的在产品、半成品和产成品。在实

际的生产过程中，企业往往忽略区分某些废品产生的实

质，而导致废品损失界定错误。对于废品损失的核算，当

前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对废品数量的控制，核算的准确

性有待提高。

二、现行规定下废品损失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生产损失与非生产损失的区分对废品损失计量的
影响与对策。

企业发生的各种损失按照其是否计入产品的制造成

本，可分为生产损失和非生产损失。生产损失是指在企业

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原因而发生的各种损失。其中，包

括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在产品的盘亏、毁损、变质损失等。

生产损失与产品生产直接相关，因此应该由产成品承担。

非生产损失与产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应根据损失的性

质、原因计入期间费用或营业外支出。非生产损失包括了

产成品的盘亏、毁损、变质损失，也就是说，由于管理不善

造成的产成品的盘亏、毁损是作为非生产损失不计入产

品成本的。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在产品

的盘亏、毁损、变质也不应该由产成品承担。

从本质上看，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在产品损失，不能

完全归咎于与生产相关的损失。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产

成品是特殊的在产品，它只不过是在产品加工的最后一

个阶段，因此，对于管理不善带来的在产品盘亏、毁损，其

性质与管理不善带来的产成品的损失并无多大差别，本

质上不能将该部分生产损失计入产品的生产成本，否则

当在产品盘亏、毁损较多时，会使产品承担过多的成本，

进而导致成本核算不准确。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在发生在产品盘亏、

毁损时，首先应确定发生的数量，如果发生的数量较少，

应该遵循成本计算的效益原则进行简化处理。由于该部

分损失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可直接将较少的损失计入

期间费用。这样处理有利于管理层加强监督职能，尽量

减少由于管理等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失。在发生较多的在

产品盘亏、毁损时，应该找出损失发生的原因。如果是

在生产过程中车间使用时造成的损失，应计入产品的制

造成本；如果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应该计入期间

费用。

2. 跨月修复的可修复废品损失对废品损失核算的影
响与对策。

在可修复废品发生修复费用时，应该归集当月实际

发生的修复费用，而不是当月产生的可修复废品，它与可

修复废品发生的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凡是本月发生的修

复费用，不论被修复的废品是本月发现的还是以前月份

发现的，都作为本月的废品损失进行归集。这就意味着本

月发生的废品，如果未在本月进行修复，其修复的费用不

能计入本月的废品损失。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法可以将

本月的废品损失转移到以后的会计期间，减少本月的生

产成本，从而导致产品的成本被低估，不符合权责发生制

的会计核算基础。

例 1：某车间在一月份开始生产甲产品，完工 1 000
件，月末发现其中有 20件可修复废品，该 20件废品皆在
下个月修复。二月份，该车间完工甲产品 500件，没有产
生废品。根据以上废品损失核算方法，可修复废品带来

的损失由修复废品的月份承担，本例中一月份废品带来

的损失不由本月承担，而由二月份承担。本月产生的废

品损失不在本月修复的，无疑会减少本月的生产成本，导

致修复废品月份的成本增加，额外负担了不在本月产生

的废品带来的损失。一月份与二月份的相关成本费用见

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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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表 2可以看出，在一、二月份产成品成本耗用
水平相等的情况下，由于一月份未对其产生的废品进行

修复，废品带来的损失将会被转嫁给二月份。有些存在废

品损失且修复所需费用较多的企业，或许会由于特定时

间的利润需要，刻意将可修复废品留在后期的其他月份

进行修复，从而降低当月的产品成本，达到提高利润的目

的。

为解决废品损失跨月修复带来的成本计算偏差问

题，笔者认为，在废品损失发生当月月末，可对本月还未

进行修复的废品进行定额估价，形成预计废品损失。若本

月已经有部分可修复废品修复完成，则剩余需要跨月修

复的废品可以根据修复完成的废品进行估计；若本月发

生的可修复废品全部留给后期进行修复，可按完工产品

成本的一定比例或根据以往修复的材料、人力制造费用

耗用水平进行估价。月末进行成本核算时，除了正常结转

“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的金额，还需加上预估的

废品损失的耗用。同时，在“废品损失”科目下设置三级科

目，用以区分本期发生与非本期发生的废品损失。非本月

发生的废品修复费用依然按照原来的定额水平计价，本

月实际发生的修复费用与修复本期废品的预估成本的差

额由本月承担。

采取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可修复废品修复月份，由

原来全部承担以前月份发生的可修复废品损失的修复成

本，变成只需承担由于预估带来很少一部分的差额。相当

于产品带来的可修复废品损失大部分都是在本月份就进

行承担，有利于提高产品成本计算的准确性。对例 1进行
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在不存在废品损失的情况下，一、二月份的产品成本

应该都为105元/件。在一月份存在可修复产成品，而修复
月份在二月份的情况下，按照原来的成本核算方法，废品

损失全部由二月份承担，而实际上，二月份并未发生废品

损失。按照新的方法，当月发生的废品损失通过预估的方

法计入本月的产品成本，而超出预估金额的差异部分计

入修复废品月份的产品成本。这样处理提高了产品成本

计算的准确性。

3. 废品净损失全部计入产成品对产成品成本的影响
及对策。

在现行的废品损失计算方法下，归集的废品净损失

全部计入产成品成本，并未对废品损失发生的原因和限

度进行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第 1号——存
货》的规定，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

用应计入当期损益，不得计入存货成本。例如，企业超定

额的废品损失以及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材料、直接人

工及制造费用，不应计入存货成本，而应计入当期损益。

现行规定下的废品损失处理，未对废品额度加以限定，容

易导致在生产过程中的粗放管理。不仅不利于对产品成

本的管理，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有可能因为对成本

管理的松弛，导致产品因成本过高失去市场竞争力。笔者

认为，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应该对废品发生的限度加以区

分，在正常生产的条件下制定废品的定额。发生的废品数

量在定额内的归类于正常损失，可以按照正常核算方法

将损失转入生产成本，而对于超过定额发生的废品，应将

其视为非正常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例 2：某车间 5月份生产乙产品2 000件，盘点时发现
120件的废品，其中有不可修复废品 50件，可修复废品 70
件。修复废品之前共耗费 118 000元，其中发生的材料费
用为 100 000元（材料一次性投入），人工费用为8 000元，
制造费用为 10 000元。回收不可修复废品取得 400元。可
修复废品在当月完工，修复废品发生的材料费用为2 450
元，人工费用为 140元，制造费用为 210元。将废品净损失
全部计入产品成本，计算过程如下：

成本项目

产成品

废品

数量（件）

500

20

直接材料

50 000

1 200

直接人工

1 000

32

制造费用

1 500

48

合计

52 500

1 280

表 2 二月份甲产品成本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二月份甲产品成本= 52 500 + 1 280
500 =107.56（元/件）

一月份甲产品成本= 100 000 + 2 000 + 3 000
1 000 =105

（元/件）

一月份甲产品成本= 15 000 + 1050
1 000 =106.05（元/件）

二月份甲产品成本= 52 500 +(1 280 - 1 050)
500 =105.46

（元/件）

成本
项目

产成品

废品

数量（件）

500

本
期

0

非本
期

20

直接材料

50 000

本
期

0

非本
期

1 200

直接人工

1 000

本
期

0

非本
期

32

制造费用

1 500

本
期

0

非本
期

48

合计

52 500

本期

0

非本
期

1 280

表 4 二月份甲产品成本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成本项目

产成品

废品

数量（件）

1 000

20

直接材料

100 000

0

直接人工

2 000

0

制造费用

3 000

0

合计

105 000

0

表 1 一月份甲产品成本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成本项目

产成品

废品（预估）

数量（件）

1 000

20

直接材料

100 000

1 000

直接人工

2 000

20

制造费用

3 000

30

合计

105 000

1 050

表 3 一月份甲产品成本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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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产品的成本= 118 000 - 2 950 + 5 350
2 000 - 50 =61.74（元/件）

相应会计分录为：

借：废品损失——乙产品 2 950
贷：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乙产品 2 950

借：原材料 400
贷：废品损失——乙产品 400

借：废品损失——乙产品 2 800
贷：原材料 2 450
应付职工薪酬 140
制造费用 210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乙产品 5 350
贷：废品损失——乙产品 5 350

该成本核算方法是将所有的废品净损失都转入产品

成本，没有将废品的非正常损失计入期间费用，从而导致

产品成本增加。

4. 通过废品损失率控制废品数量。
笔者认为，在企业日常生产中，可以依照当前的生产

水平制定废品损失率，以达到控制废品数量的目的。可以

在“废品损失”科目下增加三级科目“定额内损失”和“超

额损失”，分别归集定额内的废品损失和超出定额的废品

损失。最终将归集的定额内废品损失计入生产成本，超出

定额的废品损失不予计入产品成本，而计入期间费用。仍

然对例2进行分析，假设企业根据目前生产能力制定的不
可修复废品、可修复废品损失率分别为2%、3%。结果如表
6所示：

乙产品的成本= 118 000 - 2 950 + 4 360
2 000 - 50 =61.24（元/

件）

相关会计分录：

借：废品损失——乙产品——定额内损失 2 360
——超额损失 590

贷：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乙产品 2 950
借：原材料 400
贷：废品损失——乙产品—定额内损失 400

借：废品损失——乙产品——定额内损失 2 400
——超额损失 400

贷：原材料 2 450
应付职工薪酬 140
制造费用 210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乙产品 4 360
贷：废品损失——乙产品——定额内损失 4 360

借：管理费用 990
贷：废品损失——乙产品——超额损失 990

根据计算对比可以看出，在废品较多的情况下，如果

全部废品损失都由完工产品承担，将会使企业忽略生产

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带来的废品超额损失，不利于管理。

三、结论

在界定在产品的盘亏、毁损是否为废品损失时，应该

分析其发生的原因，例如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不应

计入废品损失，而应该计入期间费用。跨月修复的废品带

来的损失，应该由发生废品损失当月的产成品进行承担，

通过预估当月发生的废品损失进行成本核算，使得核算

更加准确，责任更加明确，达到“谁发生，谁承担”的效果。

同时，为了控制废品损失的额度，应当提前设置废品损失

率，以达到控制废品损失的目的，明确生产责任和管理责

任，使得生产管理更加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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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5

5

5

5

5

日

31

31

31

31

31

31

摘要

可修复废品

费用

小计

不可修复废品

分配计入

减：残值

废品损失合计

数量

定额内

60

40

100

超额

10

10

20

成本项目

直接材料

定额内

2 100

2 100

2 000

400

3 700

超额

350

350

500

850

直接人工

定额内

120

120

160

280

超额

20

20

40

60

制造费用

定额内

180

180

200

380

超额

30

30

50

80

合计

定额内

2 400

2 400

2 360

400

4 360

超额

400

400

590

990

表 6 废品损失计算表 单位：元

月

5

5

5

5

5

5

日

31

31

31

31

31

31

摘要

可修复废品

费用

小计

不可修复废品

分配转出

减：残值

废品损失合计

数量

70

50

120

成本项目

直接材料

2 450

2 450

2 500

400

4 550

直接人工

140

140

200

340

制造费用

210

210

250

460

合计

2 800

2 800

2 950

400

5 350

表 5 废品损失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