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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K/3系统暂估业务处理方法比较

王纯杰

（广西财经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南宁 530003）

【摘要】金蝶K/3提供了暂估业务的四种不同处理方法，不同方法之间相互联系，却也有区别，本文主要阐述了
这四种方法的原理及应用过程，通过比较分析为用户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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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购过程中经常出现货物已经验收入库，但是

未收到发票的情况，企业在期末需要运用合理方法暂估

货物价值并入账，待后续发票到达时再进行暂估报销处理。

一、相关设置

1. 暂估科目设置。暂估科目性质为过渡科目，最终余
额为零，某期不为零（贷方）余额表示截止到当期期末未

收到发票的货物的暂估金额。金蝶K/3中暂估科目有两种
设置方法：①应付账款下增加两个明细科目：“一般应付
款”和“暂估应付款”，并将两个明细科目都增加“供应商”

核算项目及受控于“应收应付”系统，可以将“应付账款

——暂估应付款”作为暂估科目，其他应付账款在“一般

应付款”明细中核算，该方法能与手工处理保持一致；②
直接将“在途物资”或“材料采购”作为暂估科目，同时给

科目增加“物料”及“供应商”的核算项目。

2. 暂估参数设置。金蝶K/3与暂估业务有关的参数
主要有三个：①暂估冲回凭证的生成方式（提供“月初一
次冲回”和“单到冲回”两个选项）；②暂估差额的生成方
式（提供“差额调整”和“单到冲回”两个选项）；③外购入
库生成暂估冲回凭证（可选或不选）。这些参数通过“系统

设置/系统设置/系统参数配置/系统参数配置平台/核算
系统选项”设置，其中参数③在业务系统启用后不能修
改，其他两个参数可以随时进行修改。现将不同参数组

合，对暂估报销的处理形成以下四种方法，如下表所示：

二、暂估入库处理

1. 启用前暂估入库。启用前暂估入库单是指业务系
统启用前存在的货到票未到的入库单，需要在业务系统

启用前，通过“系统设置/初始化/采购管理/录入启用前暂
估入库单”将入库数量及暂估单价相关信息录入，业务系

统启用后不可再录入。

2. 当期暂估入库。期末检查未核算的外购入库单，若
入库单对应的发票未收到，即存在未钩稽的入库单，需要

通过“供应链/存货核算/入库核算/存货估价入账”，打开
需要暂估的入库单，录入对应的暂估单价并保存。然后设

置暂估入库的凭证模板，选择“供应链/存货核算/入库核
算/凭证管理/凭证模板”，打开“外购入库单（单据直接生
成）”事务类型模板界面，增加新的凭证模板，借记“原材

料”科目（外购入库单实际成本），贷记“暂估”科目（外购入

库单实际成本），最后将暂估入库单生成暂估记账凭证。

三、暂估报销处理

1. 方法一：差额调整。此种方法下以前期间的暂估入
库单，本期不生成暂估冲回凭证，收到发票到后，若发票

上不含税金额与暂估金额不一致时，系统自动生成外购

入库暂估补差单。具体处理如图1所示：

图 1 方法一：差额调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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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中参数②被锁定为差额调整。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98· 2015.31

①收货期末暂估。②录入当期收到的采购发票。选择
“供应链/采购管理/采购发票/采购发票——新增”，打开
空白采购发票，源单类型处选择“外购入库单”，选单号复

选框内双击，打开外购入库单列表，选择发票对应的入库

单，系统自动根据以前期间的入库单回填发票上信息，将

单价修改为结算单价，然后保存该发票，若有运费发票，

也需要录入并审核。③将发票与入库单进行钩稽，打开采
购发票列表，选择要钩稽的发票，点击“钩稽”，将入库单

与发票钩稽，若有费用发票，也需要同时钩稽。④进行入
库核算。选择“供应链/存货核算/入库核算”，过虑出所需
要的采购发票，然后选择“分配”，费用发票上不含税金额

会反写到采购发票的“应计成本费用”项目上，接着选择

“核算”，原本系统应将发票不含税金额及计入成本运费

的金额反写到入库单上。但在以前期间入库已核算生成

的凭证无法反写，所以系统会自动生成一张“外购入库暂

估补差单”，该单上没有数量，只有金额，且“金额=采购发
票上不含税金额+费用发票上不含税金额-入库单暂估金
额”。⑤设置好凭证模板，将单据生成凭证。采购发票对应
凭证模板，借记“暂估科目”（发票不含税金额）、“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发票上税额），贷记

“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科目（采购发票价税合计）；

运费发票对应凭证模板，借记“暂估科目”（采购费用发票

不含税金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

目（采购发票上可抵扣税额），贷记“应付账款——一般应

付款”科目（采购费用发票金额）；外购入库暂估补差单对

应凭证模板，借记“原材料”科目（外购入库单实际成本，

即“差额”），贷记“暂估科目”（外购入库单实际成本，即

“差额”），最后按所设置模板将三张单据生成凭证。

2. 方法二：单到冲回 I（暂估不生成冲回凭证）。此种
方法与第一种方法比较相似，差别主要体现在核算环节，

同样因为前期入库单上已有暂估金额，也已经生成了凭

证，点击“核算”不会将发票上金额反写到入库单上，而是

生成两张入库单，一红一蓝，红字入库单与暂估入库单上

数量一样，只是金额相反，蓝字入库单与暂估入库单数量

一样，金额为发票上不含税金额，如图2所示。生成凭证方
法与前述一致，另外红蓝入库单与前述暂估入库单位所

使用凭证模板一致。红字入库单对应凭证模板为，借记

“原材料”科目（红色暂估价），贷记“暂估科目”（红色暂估

价）；蓝字入库单对应凭证模板为，借记“原材料”科目（发

票结算价），贷记“暂估科目”（发票结算价）。若不选择参

数，当暂估差额生成方式为单到回冲，且暂估入库单与发

票金额相同时，需要生成红蓝单据，当暂估价与结算价相

同时，则不会生成红蓝入库单。

3. 方法三：月初一次冲回。月初一次冲回是指暂估当
月若未收到发票，则在结账时会自动生成一张暂估冲回

凭证，即与暂估凭证金额一样，但是颜色是红色，该红字

凭证自动生成并在下期期初与暂估凭证冲抵。若该月还

未收到发票，则该期期末需要再进行暂估，结账后又自动

冲回，如此反复，直到收到发票为止。具体处理流程如图3：

步骤如下：①收货期末暂估。②收货当期期末，若仍
未收到发票，则在执行结账时，系统会自动生成一张下一

期的暂估冲回凭证，并且该暂估入库单会恢复到未记账

未生成凭证状态，若下月仍未收到发票，则期末再进行反

复执行暂估——冲回，至收到发票为止。③收票当期，录
入并审核采购发票及运费发票，然后将其与暂估入库单

钩稽。④执行入库分配及核算，系统会自动生成外购入库
暂估补差单，金额=采购发票上不含税金额+费用发票上
不含税金额-入库单暂估金额。⑤将单据生成凭证。此处
是将入库单、采购发票、运费发票及暂估补差单联合生成

一张汇总凭证。该凭证模板事务类型选择“外购入库”，借

记“原材料”科目（外购入库单与暂估差价单金额合）、“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采购发票上可

抵扣税额及运费发票上可抵扣税费之和），贷记“应付账

款——一般应付款”科目（采购费用发票金额和采购费用

图 2 方法二：单到冲回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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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金额之和）。

4. 方法四：单到冲回 II（暂估生成冲回凭证）。第四种
方法与第三种方法比较相似，区别主要在于暂估冲回凭

证的生成时间。第三种方法下该凭证在货到票未到期间

结账时会自动生成到下一期，但第四种方法下只要发票

未到就先不处理，等到票到了才手动生成暂估冲回凭证。

具体处理流程如图4：

步骤如下：①收货期末暂估，只要未到票不做处理。
②收票当期，录入审核采购发票及运费发票，然后将其与

暂估入库单钩稽。③执行入库分配及核算，系统会自动生
成外购入库暂估补差单，补差单金额仍为“采购发票上不

含税金额+费用发票上不含税金额-入库单暂估金额”。
④将单据生成凭证，此处除需要按方法三生成汇总入库
凭证外，还需要手动选择“外购入库（暂估冲回）”事务类

型，将暂估凭证冲回。

四、不同方法比较

方法一与方法二都不用生成暂估冲回凭证，但方法

一直接生成“补差单”，方法二则生成红蓝两张调整入库

单，红字入库单冲抵暂估入库单，蓝字入库单即结算价的

入库单。另外，方法一与方法二中所有单据都要单独生成

凭证，而方法三与方法四都是将发票、入库单、补差单汇

总生成一张凭证，且都要做暂估的冲回凭证。方法三与方

法四的区别在于冲回凭证的时间及方式不同，方法三中

该凭证在未收到票的期末结账后自动生成到下期，若未

收到票一直要反复自动生成。而方法四的该凭证需要在

收到票的当期手动生成暂估冲回凭证。方法一、三、四都

是通过暂估补差单调整暂估价，而方法二通过红蓝入库

单调整暂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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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企业会计准则中引入“计税基础”一词，它给人们的感觉就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神秘莫测。有鉴

于此，笔者尝试突破准则的论述，从崭新的角度，全方位地阐述“计税基础”的“前世今生”。通过相关例题验证，文章

的创新观点最终得到了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计税基础；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法

一、什么是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Tax Base）一词出自《企业会计准则第18
号——所得税》（CAS18），而并非《企业所得税法》，意即它
只是会计准则中的概念，而不是税法中的概念。遗憾的

是，会计准则并未单独对其做出解释。若从文字表面的关

联度考究，现行流转税法规中有一个概念与“计税基础”

非常接近，即“组成计税价格”，简称“组价”，财务会计类

考试中则直接将其称为“计税价格”。

由于流转税的应纳税额多少主要取决于流转额，即

销售（营业）收入的大小。因此，所谓“计税价格”是指税法

确定的计算增值税、消费税及营业税的收入金额。研究

“计税价格”的含义有助于理解“计税基础”的内涵，由于

其来源于所得税会计准则，毋庸置疑，其中的“税”应该是

指所得税，而非流转税；“基础”则是指金额计量的根据。

综上，“计税基础”可以解释为税法确定的计算所得税的

金额，可能是收入的金额，也可能是成本、费用（狭义上

图 4 方法四：单到冲回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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