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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ERP-U872环境下采购费用分摊业务的处理

【摘要】在ERP系统中，采购费用分摊的处理涉及供应链的采购管理系统、库存管理系统、存货管理系统以及应付款

管理系统。中级财务会计理论教学中关于采购商品发生的非正常损耗、赠品、运杂费及相关税金的分摊处理等是教学的难

点，本文研究非正常损耗、正常损耗、赠品和运杂费分摊处理在ERP系统中的应用就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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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管理是供应链系统的首要环节，通过ERP的系统集

成功能，和企业其他子系统有机组合，实现了采购管理和其

他子系统之间的数据一致性和共享性，实现物流、信息流、资

金流的有效集成。采购成本的核算和控制不仅关系到企业的

销售成本、存货成本，而且涉及企业应缴税金，所以采购管理

核算至关重要。

一、采购费用分摊处理环境设置

1. 本研究需要启用总账系统，以及采购管理、库存管理、

存货核算、应付款管理等子系统。

2. 基础设置的存货分类中，需预置存货分类及存货档

案。同时需要将运杂费设置为存货，税率预置为 7%。商品的

属性必须设置为内购和外销，否则在录入采购专用发票时无

法找到对应存货。在填制运杂费存货档案时，应将运费设置

为应税劳务。

3. 基础档案的会计科目设置时，需要预置进项税额、进

项税额转出、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等三级科目。

4. 在基础档案的客商信息中，需要预置供应商分类和供

应商档案。

5. 在存货核算系统的初始设置中，进入“科目设置”界

面，需要设置非合理损耗类型和非合理损耗科目，非合理损

耗科目设置为“待处理财产损溢”。

二、案例及业务处理流程

（一）运杂费分摊

例 1：顺风公司是一家汽配公司，为一般纳税人，成本计

价采用实际成本法。2013年 6月 12日，向上汽集团购买火花

塞 20件，不含税单价 18元/件，商品验收合格，入配件库，收

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在采购过程中，发生了运输费用 40

元，税率为7%，收到运输发票一张。款项均未付。

业务解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六条

规定，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

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因此，

采购原材料的运杂费应当计入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关于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的规

定，企业支付材料价款和运杂费等时，按应计入材料采购成

本的金额，借记“材料采购”科目，按可抵扣的增值税金额，借

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实际支付

或应付的款项，贷记“银行存款”、“库存现金”、“其他货币资

金”、“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等科目。

业务处理步骤：

1. 进入库存管理系统，填写采购入库单，录入外购配件

的商品名称、数量、单价、供应商等资料，并对其审核。

2. 进入采购管理系统，填写采购专用发票和运费发票。

专用发票上蓝字选项为必须输入项目，需要在基础设置中提

前设置。

3. 在应付款管理系统中，分别对采购发票和运费发票进

行审核。

4. 在采购管理系统中，进行采购结算，结算选择“手工结

算”，如下页图1所示。

用友ERP-U872系统与系统之间只能传输数据，不能自

动处理。采购结算后，可以把采购入库单单价传输到核算模

块中，但不能做自动结算成本处理，需要在存货核算系统中

再次结算成本和进行单据记账。采购结算的原理是核算人员

根据采购发票和采购入库单核算采购成本。采购结算的结果

是生成采购结算单，采购结算单是记载采购入库单上的记录

和采购发票对应关系的结算对照表。采购结算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自动结算，另一种是手工结算。自动结算是系统自动

将采购入库单和对应的发票结算，但运费发票必须手工结

算；手工结算需要自己去找对应的采购发票和采购入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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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1中，费用分摊方式选择按金额或按数量进行分摊，

点击工具栏的“结算”按钮，弹出“费用列表中有折扣或费用

属性的存货信息，在结算前请确认是否进行了分摊，是否继

续？”的信息提示，执行“结算”后，系统自动将运费分摊到所

采购的商品中。

5. 进入应付款管理系统，选中“发票制单”，进入“制单”

界面，点击工具栏“制单”按钮，生成转账凭证①：

借：材料采购——配件（火花塞） 36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4

材料采购——配件——火花塞（运费分摊） 37.2

贷：应付账款——××公司 461.2

在转账凭证①中，采购的火花塞 20件，单件是 18元，火

花塞采购成本合计是360元。由于是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的

进项税额为61.2元（360×17%）。同时，根据税法规定，运杂费

要在发票中单独列出，而不是合并列出，可以抵扣7%的进项

税额。因此，运输费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2.8元（40×7%），剩余

运费 37.2元纳入采购商品火花塞成本中。所以，总抵扣的进

项税额为64元（61.2+2.8）。

6. 在存货管理系统中，执行“正常单据记账”命令，弹出

“过滤条件选择”窗口，点击“过滤”，进入“未记账单据一览

表”界面，执行“记账”命令。存货核算系统记账的目的是确定

采购商品入库成本。

（二）正常损耗

例 2：接上例，2013年 6月 22日，顺风公司向上汽集团订

购发动机机油 50桶（3.3L/桶），不含税单价是 80元/桶。6月

24日收到采购专用发票，实际入库数量是49桶，入库数量与

发票数量相差1桶作为合理损耗处理。货款未付。

业务解析：正常损失是指购进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的正常损耗，也就是合理损耗。根据现行会计准

则的规定，购入的存货，按买价加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包

装费、仓储费等费用、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

理费用和按规定应计入成本的税金以及其他费用，作为实际

成本。

业务处理步骤：

1. 采购员进入采购管理系统，在采购订单上输入申请采

购的发动机机油价格、数量等资料，主管人员进行审核。采购

物资验收入库以后，根据计划数量填写“到货单”，并由相关

负责人进行审核。

2. 在库存管理系统中，参照到货单，拷贝数据到采购入

库单。因为在采购管理系统中，数量为50件，由于入库实际数

量为49件，所以数量修改为49件，单价不变。

3. 在采购管理系统中，填写采购专用发票，发动机机油

到货数量输入“50”（填写专用采购发票时不能根据采购到货

单直接生成，因为存货的本次开票数量大于入库单的可开票

数量，不能保存），单价输入“80.00”。填写采购专用发票以后，

进行手工结算，执行相关操作后返回“手工结算”界面，合理

损耗数量填写“1”。

点击工具栏“结算”按钮，系统自动对合理损耗数量和发

票数量进行结算。系统自动结算后，进入采购入库单界面。发

现结算前发动机机油本币单价为80元，结算分摊后本币单价

为81.63元。

4. 进入存货核算系统，执行“正常单据记账”命令，系统

自动核算采购商品入库成本。

5. 在应付款管理系统中，对采购发票进行审核。采购发票

审核完成后可以立即制单，也可以批量制单。发票审核后，进

入应付款管理系统，执行“发票制单”命令，生成转账凭证②：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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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材料采购——配件（发动机机油） 4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80

贷：应付账款——××公司 4680

在转账凭证②中，配件成本为 4000元，进项税额为 680

元，应付账款为 4680元，这些金额与没有产生合理损耗时的

总价没有区别。实际上，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如果企业采用实

际成本法核算，企业购货途中产生的合理损耗应计入存货成

本，不能计入当期损益。按照合同规定，发动机机油每件供货

成本为 80元，但发生合理损耗后，经过分摊，每件成本变为

81.63元。

（三）非正常损耗

例3：接上例，2013年6月25日顺风公司向上汽集团购买

机油滤清器50件，不含税的单价是12元/件。6月27日收到采

购专用发票，实际入库数量是 49件，入库数量与发票数量相

差1件作为非合理损耗处理。货款未付。

业务解析: 非正常损耗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

霉烂变质的损失。《增值税条例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

条规定，非正常损失是指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损耗外的损

失，包括：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其

他非正常损失。会计准则规定非正常损耗不能计入存货成

本。由于非正常损耗与企业经营成果无关，所以应单独列入

营业外支出。如果计入存货成本，那就应在主营业务成本中

反映，最终计入营业利润，这样不利于反映真实的经营成果。

按照会计业务处理规定，非正常损失在列入损益前，必须计

入“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等待处理。

业务处理步骤：

1. 进入采购管理系统，在采购订单中输入机油滤清器的

数量、单价等资料。货物验收无误后，再到货单中输入机油滤

清器的实际入库数量和单价。

2. 在库存管理系统中，根据到货单生成采购入库单，数

量输入“49”，本币单价输入“12.00”，执行“审核”程序。

3. 在采购管理系统中，录入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输入

“50”，单价输入“12.00”。

4. 在采购管理系统中，执行“手工结算”命令，进入“结算

选单”界面。非合理损耗数量输入“1”，非合理损耗金额输入

“12.00”，执行“结算”命令。结算后，进入采购管理系统的采购

入库单界面，如图2所示。结算前，发动机机油本币单价为12

元，结算分摊后本币单价还是12元。

5. 进入存货核算系统，执行“记账”命令，系统自动核算

发动机机油采购成本。系统核算成本后，在应付款管理系统

中，对单据进行审核。审核单据后，进入存货核算系统的“生

成凭证”界面，如图3所示。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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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目编码没有在基础档案中设置好，需要补充每一

个科目编码或科目名称。点击“生成”，弹出“填制凭证”界面，

生成转账凭证③：

借：材料采购——配件（发动机机油） 588

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14.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2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2.04

贷：应付账款——××公司 702

由于购买机油滤清器50件，含税单价是14.04元，所以应

支付上汽集团货款 702 元。对于非正常损耗的 1 件机油滤

清器，其进项税额按税法规定不得抵扣，故从进项税额转出

2.04元（12×0.17）。所以，按税法规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为 99.96元（588×17%），等待处理的财产损失为14.04元（12+

2.04）。

（四）赠品业务

例 4：接上例，2013年 6月 28日，顺风公司向上汽集团购

买机油滤清器50件，单价13元/件。上汽集团进行促销活动，

买 10赠 1。6月 29日，收到专用发票，载明数量 50件，实际入

库55件。货款未付。

业务解析：购进商品时，赠送的如果是同一种产品，那么

计算库存成本时，数量包括赠送的，但总金额不变，这样单位

成本降低了。如果赠送的是另外一种商品，那么按照市场价

估价入库，作营业外收入处理。

业务处理步骤：

1. 进入库存管理系统，在采购入库单中输入机油滤清器

的数量和单价。

2. 进入采购管理系统，在专用采购发票上输入数量

“50”，输入单价“13.00”。进行手工结算，进入“手工结算”界

面，合理损耗数量输入“-5”，如图4所示。执行“结算”命令。

3. 进入采购管理系统，进入“采购入库单”界面，发现分

摊前的数量为 50件，单价为 13元；分摊后的数量为 55件，单

价为11.82元。

4. 进入存货核算系统，执行“记账”命令。记账后，在应付

款管理系统，对单据执行审核，进入存货核算系统“生成凭

证”的“查询条件”界面，同时选中“采购入库单（报销记账）”

和“已结算采购入库单自动选择全部入库单上单据，非本月

采购入库单按蓝字报销单制单”两个选项，点击“确定”，返回

“生成凭证”界面，如图5所示。

点击“生成”，生成转账凭证④：

借：材料采购——配件（机油滤清器） 6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10.50

贷：应付账款——××公司 760.50

在转账凭证④中，配件成本为650元，但这里的650元是

55件机油滤清器的总成本，而不是 50件机油滤清器的总成

本。当未来某日销售并结算销售成本时，单位成本为11.82元

（650/55），而不是13元（6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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