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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三阶段法”进行原材料的成本核算

【摘要】原材料按计划成本法核算时，其“材料采购”、“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结构复杂，所以会计实务工作者有时很难

理解材料采购、入库和出库业务的账务处理。笔者结合多年的会计教学经验，本着理论结合实践的原则，对部分账户核算

内容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采用“三阶段法”巧妙解析了计划成本法下材料核算的账户结构，使改进后的材料核算账户更

加通俗易懂，易于操作。

【关键词】原材料；计划成本法；账户结构；三阶段法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19-0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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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采购”、“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计划成本法下的材料采购及收发业务，目前大多数

教材给出的核算流程是：

采购时，用“材料采购”账户归集材料的买价、运杂费等

实际成本。

入库时，用“原材料”账户登记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入

库材料负担的成本差异的会计处理为：若为超支差，借：材料

成本差异（入库材料的超支差）；贷：材料采购（入库材料的超

支差）。入库材料若为节约差，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发出材料时，一般按计划成本核算材料的入账价值，会

计分录为：借：生产成本等（耗用材料的计划成本）；贷：原材

料（出库材料的计划成本）。

期末调整发出材料负担的差异额，会计分录为：若为超

支差，借：生产成本等；贷：材料成本差异（出库材料负担的超

支差）。若为节约差，借：材料成本差异（出库材料负担的节约

差）；贷：生产成本等。

笔者认为“材料采购”账户和“材料成本差异”账户核算

的内容非常复杂。“材料采购”账户，借方登记的内容有材料

采购过程中购入材料的实际成本和入库材料的节约差，贷方

登记的内容有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和入库材料的超支差，可

以看出，“材料采购”账户核算的内容过多且缺乏一致性。“材

料成本差异”账户，借方登记的内容有入库材料的超支差和

出库材料负担的节约差，贷方登记的内容有入库材料的节约

差和出库材料负担的超支差。“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结构过于

复杂，核算的内容有入库、出库的超支差与入库、出库的节约

差。

一般会计工作者在开始处理这方面业务时很难理解核

算材料的采购及与收发业务相关的账户的结构，导致其业务

处理时不会正确操作。笔者结合多年的经验，对这些账户核

算的内容提出改进的建议。

二、采用“三阶段法”来解决“材料采购”、“材料成本差

异”账户的应用问题

（一）理论分析

针对“材料采购”、“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结构的复杂性，

以及难以理解的现状，笔者提出“三阶段法”来解决“材料

采购”、“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具体如下图

所示：

把材料的采购、收发分为三个阶段，即采购阶段、库存阶

段和耗用阶段。不同阶段用不同的账户来核算。采购阶段用

“材料采购”账户，库存阶段用“原材料”和“材料成本差异”账

户，耗用阶段用“生产成本”等账户。

不同阶段的账户核算不同的内容，“材料采购”账户用来

核算材料采购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成本，“原材料”账户用来核

算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用来核算库存

材料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额。

采购阶段与库存阶段的连接点即材料入库时点，从上图

可以看出，此时点连接“材料采购”账户和“原材料”以及“材

料成本差异”账户，这一时点标志着“材料采购”账户的终止

材料在不同阶段的账户使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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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及“原材料”和“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的使用开端，即可

以理解为“材料采购”账户核算内容的减少以及“原材料”和

“材料成本差异”账户核算内容的增加。结合资产类账户的结

构，用会计分录来描述：借：原材料，材料成本差异；贷：材料

采购。

对此分录的解析：“借：原材料”核算的是入库材料的计

划成本，即库存材料计划成本的增加；“借：材料成本差异”核

算入库材料负担的差异额的增加；“贷：材料采购”表示在途

材料实际成本的减少（入库材料的实际成本从材料采购账户

转出）。

库存阶段与耗用阶段的连接点即出库的时点，从上图可

以看出，出库时点连接“原材料”、“材料成本差异”与“生产成

本”等账户。“原材料”和“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在这一时点的

终止使用、“生产成本”等账户在这一时点开始使用，即可以

理解为“原材料”和“材料成本差异”账户核算内容的减少、

“生产成本”等账户核算内容的增加。用会计分录来描述：借：

生产成本等；贷：原材料，材料成本差异。

对此分录的解析：“借：生产成本等”意思是生产产品等

耗用材料的费用增加，“贷：原材料”意思是库存材料计划成

本的减少（出库材料的计划成本），“贷：材料成本差异”核算

的是出库材料负担的差异额转出。

三阶段法下，“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借方登记入库材料负

担的差异额，贷方登记出库材料负担的差异额。差异额，分为

超支差和节约差。入库时的差异有两种情况，即超支差和节

约差：若入库材料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之差为超支差，“材料

成本差异”账户借方用蓝黑字登记此超支差；若入库材料实

际成本与计划成本之差为节约差，“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借方

用红色字登记此节约差。出库时的差异亦有两种情况，即超

支差和节约差：若出库材料负担的差异为超支差，“材料成本

差异”账户贷方用蓝黑字登记；出库材料负担的差异若为节

约差，“材料成本差异”账户贷方用红色字登记。

总之，“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借方登记入库材料负担的差

异额（超支差用蓝黑字登记，节约差用红字登记），贷方登记

出库材料负担的差异额（超支差用蓝黑字登记，节约差用红

字登记）。“材料成本差异”账户余额反映库存材料负担的差

异额（超支差用蓝黑字登记，节约差用红字登记）。即“材料成

本差异”账户的借方、贷方及余额栏里填写的差异额，若为超

支差都是用蓝黑字填写，若为节约差都是用红字填写。这样

的账户结构更有助于理解和记忆，操作更简单。详细的账务

处理如下：

采购时，借：材料采购（归集实际成本）；贷：应付账款，银

行存款等。

入库时，借：原材料（入库材料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

（入库材料的差异额：超支差用蓝黑字、节约差用红字）；贷：

材料采购（在途材料实际成本转出）。

出库时，借：生产成本等（出库材料计划成本）；贷：原材

料（出库材料计划成本）。

期末计算出库时点材料负担的差异额，借：生产成本等

（出库材料负担差异额：超支差用蓝黑字、节约差用红字）；

贷：材料成本差异（出库材料负担差异额：超支差用蓝黑字、

节约差用红字）。

（二）案例分析

例 1：甲公司核算材料采用计划成本法，计划单价为

10元/千克，假设“原材料——A材料”账户期初无余额。

2×16年 1月 1日甲公司从乙公司采购A材料，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上记载的数量为300千克，单价12元，总价

款3600元，增值税612元，全部款项用银行存款支付。2×16年

1月 10日甲公司采购的 300千克A材料入库。2×16年 1月 15

日又采购A材料300千克，单价9元，价款2700元，增值税459

元，全部款项用银行存款支付。2×16年1月20日甲公司采购

的300千克A材料入库。

2×16年 2月 15日发出 400千克A材料用于生产B产品。

期末时计算发出400千克材料负担的差异额。

1月末计算1月发出材料负担的差异额：

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期初结存材料的成本差异 0+

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成本差异（超支差 600-节约差 300）］÷

（期初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0+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

6000）=300÷6000×100%=5%

本月发出材料负担的差异额=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5%×

本月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4000=200（元）

甲公司2×16年1月份材料采购、收发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借：材料采购36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612；贷：银行存款4212。

②借：原材料 3000，材料成本差异 600；贷：材料采购

3600。

③借：材料采购27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459；贷：银行存款3159。

④借：原材料 3000，材料成本差异-300；贷：材料采购

2700。

⑤借：生产成本4000；贷：原材料4000。

⑥借：生产成本200；贷：材料成本差异 200。

1月末“原材料”账户余额=期初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

（0）+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3000+3000）-出库材料的计划成

本（4000）=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2000）

1月末“材料成本差异”账户余额=期初库存材料负担的

差异额（0）+入库材料负担的差异额（600－300）－出库材料

负担的差异额 200=库存材料负担的差异额（100）（余额为超

支差用蓝黑字登记在“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的借方）

例2：承接例题1，甲公司核算材料采用计划成本法，计划

单价 10元/千克。2×16年 2月初原材料——A材料账户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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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为借方余额2000元（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账户期末

借方余额为100元（超支差）。

2×16年 2月 1日甲公司又从乙公司采购A材料，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记载的材料数量为 400千克，单价 9

元，总价款 3600元，增值税 612元，全部款项用银行存款支

付。2×16年 2月 10日甲公司公司采购的 400千克A材料入

库。2×16年 2月发出 500千克A材料用于生产B产品。2月末

计算发出500千克材料负担的差异额。

2月末计算2月发出材料负担的差异额：

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期初结存材料的成本差异

100+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成本差异（节约差-400）］÷（期初

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 2000+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

4000）=（-300）÷6000×100%=-5%

本月发出材料负担的差异额=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5%）×

本月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5000）=-250（元）

甲公司2×16年2月份材料采购、收发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借：材料采购3600，应交税费612；贷：银行存款4212。

②借：原材料 4000，材料成本差异-400；贷：材料采购

3600。

③借：生产成本 5000；贷：原材料5000。

④借：生产成本-250；贷：材料成本差异-250。

2月末“原材料”账户余额=期初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

（2000）+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4000）-出库材料的计划成本

（5000）=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1000）

2月末“材料成本差异”账户余额=期初库存材料负担的

差异额（100元超支差）+入库材料负担的差异额（-400元节

约差）-出库材料负担的差异额（-250元节约差）=库存材料

负担的差异额（-50元节约差）（余额为节约差用红字登记在

“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的借方）

三、采用“三阶段法”核算计划成本法下材料采购及收发

业务的优点

采用“三阶段法”核算材料在材料采购及收发等业务流

程中的价值，通俗易懂，其优点有：

“材料采购”、“原材料”和“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结构变得

简单、容易理解。相应的金额从这些资产类账户借方进入，贷

方转出。“材料采购”账户借方登记材料采购的实际成本，贷

方登记实际成本的转出。“原材料”账户借方登记入库材料的

计划成本，贷方登记出库材料的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

账户借方登记入库材料的差异额，贷方登记出库材料的差异

额。若为节约差，入库时用红字登记在“材料成本差异”账户

的借方，出库时用红字登记在该账户的贷方。“材料成本差

异”账户期末余额反映的是库存材料负担的差异额，库存余

额若为超支差用蓝黑字填写，若为节约差用红字填写。也即

“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的借方、贷方及余额栏里填写的差异

额，若为超支差都是用蓝黑字填写，若为节约差都是用红字

填写。这样的账户结构更方便记忆。

节约差用红字填写，体现了记账凭证填制与账簿登记的

一致性。期末时，把出库材料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会

计分录为：借：生产成本等（超支差用蓝黑字，节约差用红

字），贷：材料成本差异（超支差用蓝黑字，节约差用红字）。在

做会计分录时，不再把出库材料的节约差登记在成本费用类

账户的贷方，这样更符合成本费用类明细账账页的格式，因

为成本费用类明细账账页采用的都是借方多栏式。当调减成

本费用时用红字填写在账户里即可，这样记账凭证的填写与

账簿中的账户填写体现了一致性。

如果在进行业务处理时，对该使用哪个账户感到困惑，

可以先判断材料处在哪一个阶段。例如，在材料采购过程中，

对于材料买价、运杂费该用哪个账户来登记不太有把握时，

如果材料在在途阶段，则首选“材料采购”账户。当材料准备

入库时，则需要考虑入库时点的问题，入库时点是“材料采

购”账户和“原材料”、“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的连接点，最后结

合资产类的账户结构，自然而然，就轻易地掌握了这些账户

的使用。

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公式是：

材料成本差异率=（期初结存材料的成本差异+本期验

收入库材料的成本差异）÷（期初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本期

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

当差异为节约差时用负数，一些人对节约差为什么用负

数，感到很疑惑。在“三阶段法”中，“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入库

材料、出库材料及期末余额，只要是节约差都用红字登记，红

字就表示减少，很容易地解决了人们在制单时的疑惑。

主要参考文献：

陈国辉，迟旭升．．基础会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15．．

作者单位：郑州成功财经学院会计系，河南巩义451200

工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