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本核算的意义：正确计算产品成本，及时提供成本信息；优化成本决策，

确立目标成本；加强成本控制，促进成本责任制的巩固和发展，增强企业活力。

01.移动加权平均法

货的计价方法之一，是平均法下的另一种存货计价方法。即企业存货入库每次均

要根据库存存货数量和总成本计算新的平均单位成本, 并以新的平均单位成本

确定领用或者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是永续制下加权平均法的称

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下库存商品的成本价格根据每次收入类单据自

动加权平均；其计算方法是以各次收入数量和金额与各次收入前的数量和金额为

基础，计算出移动加权平均单价。

其计算公式如下：移动加权平均单价= (本次收入前结存商品金额+本次收入商品

金额)/(本次收入前结存商品数量+本次收入商品数量 )

举例：在第一次发出时，期初是 300，2万。8 日风入 200，2.2万，到 10 日发出

时，共计 500，4.2万。则加权平均单价为 4.2 万除以 500件等于 84元。

所以 10日发出的成本为 400*84=33600元。

10日余额为 100件，8400元。从 10日到 28 日第二次发出做为一个“月”来计算。

期初就是 10日的余额 100件，8400元，入库为 20日购入 300件，2.3 万，合

计为 400件，3.14万。则加权平均单价为 3.14/400=78.5元。

所以，28日发出成本为 200*78.5=15700元。

28日余额为 200件，15700元，28日到 31 日为一个“月”计算，没有发出。所以，

31日余额为 400件，金额为 15700+25000=40700元

总计，全月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发出存货成本为：33600+15700=49300元

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来的商品成本比较均衡和准确，但计算起来的工作量大，

一般适用于经营品种不多、或者前后购进商品的单价相差幅度较大的商品流通类

企业。



02.全月平均法

全月平均法（Weighted-average System）是以本月的期初数量和本月全部进货数

量作为权数，取出本月全部进货成本加上期初的进货成本，计算出本月存货平均

单位成本，以此作为基础算出本月的发出存货的成本以及月末的库存实际成本。

主要适用于生产企业的产成品、半成品的成本核算；原材料的成本核算。

加权单价＝（月初结存货成本＋本月购入存货成本）/（月初结存存货数量＋本

月购入存货数量）

举例：如果原有材料单价 5 元，数量 5 个，一次购入原材料实际单价 6 元，数量

6元，那么当发出原材料时，我们算发出成本的单价则为：(5*6+5*6)/(5+6)=5.45

元/个

在全月平均法下，采用全月平均法使得本期销货成本介于早期购货成本与当期购

货成本之间。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销售成本不易被操纵，因而被广泛采用。

全月平均法作为一种平均价格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价格波动趋势的影响；存

货计价工作可以分散在月内进行。缺点：不利于核算的及时性；与现行成本相比

毕竟物价是随行就市的，有比较大的差异。

03.先进先出法

物料的最新发出(领用)以该物料(或该类物料)各批次入库的时间先后决定其存货

发出计价基础，越先入库的越先发出。采用先进先出法时，期末结存存货成本接

近现行的市场价值。

举例：例一假设库存为零，1日购入 A 产品 100个单价 2 元；3日购入 A 产品 50

个单价 3元；5 日销售发出 A 产品 50个，则发出单价为 2 元，成本为 100元。

先进先出法假设先入库的材料先耗用，期末库存材料就是入库的材料，因此发出

材料按先入库的材料的单位成本计算。

例二对销售而言，先获得的存货先销售出去，使留下存货的日期越来越近，存货

价值越接近重置价值。在物价上涨时，此法会导致较低的销货成本，较多的盈余。

例如存货情形如下；1、1 月 1 日进货 10个每个 5 元，小计 50元。2、4 月 1日

进货 10个每个 6 元，小计 60元。3、8月 1 日进货 10个每个 7 元，小计 70 元。

4、12 月 1日进货 10 个每个 8 元，小计 80元。



假设在 12月 31日存货数量为 15 个，则期末存货价值为 12月 1 日 10个每个 8

元小计 80元，8 月 1日 5 个每个 7 元小计 35元，总计存货价值为 115元。

对电脑数据结构而言，称为排序的数据进出方式，从一端进，从另一端出，就好

像排队一样。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企业不能随意挑选存货的计价以调整当期利润；缺点是工作量

比较繁琐，特别是对于存货进出量频繁的企业更是如此。同时，当物价上涨时，

会高估企业当期利润和库存价值；反之，会低估企业存货价值和当期利润。

04.后进先出法

与先进先出发正好相反。在物价持续上涨时期，使当期成本升高，利润降低，可

以减少通货膨胀对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也是会计实务中实行稳健原则的方法

之一。

区别：1、先进先出：发出存货计价时，坚持先购进先发出的原则进行计价。2、

后进先出：发出存货计价时，坚持后购进先发出的原则进行计价。上述两种方法

均指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而与存货本身实际发出先后顺序无关。

举例：

比如：

2012年 3 月 1 日购买 A 产品 3个，单价：8 元/个；2012年 3 月 5 日购买 A 产品

9个，单价：7 元/个；2012年 3 月 9 日购买 A 产品 2个，单价：10元/个。2012

年 3月发出 A 产品 8 个。

这发出的 8个 A 产品计价分别为：（1）先进先出：3*8+5*7=59元；（2）后进

先出：2*10+6*7=62元。

注：我国已不允许后进先出法进行后续计量

05.个别计价法

个别计价法亦称“个别认定法”，“具体辨认法”，“分批实际法”，它是指对发出的

存货分别认定其单位成本和发出存货成本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要求具体存货

项目具有明显的标志，而且数量不多、价值较大，如大件、贵重的物品。期末存



货的各种项目，分别确定每种物品的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然后相加各种存货的成

本，即为存货期末全部的成本。

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各批（次）存货发出数量×该批次存货实际进货单价

举例：某工厂本月生产过程中领用 A 材料 2000KG，经确认其中 1000KG属第一

批入库单位成本为 25元；其中 600KG属第二批入库，单位成本为 26 元；其中

400KG属第三批入库，单位成本为 28元。

本月发出 A材料的成本计算如下：发出材料实际成本

=1000×25+600×26+400×28=51800 元

优点：计算发出存货的成本和期末存货的成本比较合理、准确。缺点：实务操作

的工作量繁重，困难较大。适用于容易识别、存货品种数量不多、单位成本较高

的存货计价。例如珠宝、名画等贵重物品。

06.计划成本法

计划成本法是指企业存货的日常收入、发出和结余均按预先制定的计划成本计价，

同时另设“材料成本差异”科目，作为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联系的纽带，用来登记

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差额，月末，再通过对存货成本差异的分摊，将发出存货

的计划成本和结存存货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进行反映的一种核算方法。这

种方法适用于存货品种繁多、收发频繁的企业。

计划成本法先要制定计划价格，按计划价格发出材料，然后分摊材料差异（成本

会计，制造业）

例：物品 A，计划成本 120（暂估入账），实际成本 100，计划和实际相差 20（结

转材料成本差异）

07.毛利率法

毛利率法是根据本期销售净额乘以前期实际（或本月计划）毛利率匡算本期销售

毛利，并计算发出存货成本的一种方法。这种计算方法适用于经营品种较多，月

度计算成本确有困难的企业。它是一种简化的成本计算方法，但是全部(或大类)

商品的综合毛利率受影响的因素较多，计 算结果往往不够精确。在采用该法时，



一般只在季度的头两个月使用，季末则必须用“加权平均法”等其他成本计算方法

来计算和凋整，以便在一个季度范围内使商 品销售成本和期末结存商品金额符

合实际。

毛利率=销售毛利/销售净额*100%

销售净额=商品销售收入-销售退回与折让销售毛利=销售净额×毛利率销售成本=

销售净额-销售毛利=销售净额×（1-毛利率）期末存货成本=期初存货成本+本期

购货成本-本期销售成本

举例：某批发公司 2008 年 4 月初 A类商品库存 50000 元，本月购进 50000元，

本月销售收入 111000元，发生的销售退回和销售折让为 1000 元，上月该类商品

的毛利率为 20%，本月已销售商品和库存商品的成本计算如下：

本月销售净额=111000-1000=110000元销售毛利=110000*20%=22000元本月销售

成本=110000-22000=88000元库存商品成本=50000+50000-88000=12000 元

08.零售价法

零售价格法指按照存货成本与零售价格的比率估计存货成本的方法。

它在零售商企业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即可在平均成本法，后进先出法，先进先出

法的基础上使用，也可结合成本与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运用。他的核心在于在于成

本与零售价格比率的计算。它的使用范围一般在零售商和企业当中比较常见。例

如像沃尔玛，中百仓储这样的零售企业。

零售价格法用于零售商为主的企业，即可在平均成本法、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

法等成本流动假定基础上运用，也可结合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运用。在美国，零售

价格法因公认会计原则和税法均认可而得到广泛应用。零售价格法的好处是它提

供了在定期盘存制下准备月度和季度报表所需的数据。举例：

某企业使用零售价格法估算期末的存货成本如下表：采用零售价格法估价存货成

本 金额单位：元

按成本按零售价期初存货 100000150000本期购货净额 350000450000可供销售

的存货总额 450000600000减：本期销售额

500000按零售价计算的期末存货

100000成本比率（450000÷600000）×100%



75%期末存货的估计成本

7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