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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商业成本毛利结算方法分析

赵 曾贻 平雪 良 高 杰

(无锡轻工大学 ) (无锡商业大夏 )

摘要 批发商品帐 的分批实
.

结毛利法是一种较复杂的动态结算法
,

又是与财务
、

业

务和管理部门密切相关的一 项工作
。

作者采用电算化实现这一 结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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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成本利润是企业经状况的重要标志
,

批发商业的成本毛利结算是涉及到财务
、

业务和管

理等部门的一项综合性工作
,

工作量大
,

时间性强 ; 其毛利和毛利率反映了经营的状况
,

不仅

涉及到各部门的分配利益
,

也涉及到各级领导管理部门对面上经营状况的全面及时的了解

程度
。

在新会计制度摒弃了最后进价结算法后
,

采用新的结算方法并实现商品帐的电算化的

应用过程中
,

对不同的成本毛利结算法进行了大量研究
、

对 比和分析
。

自 1 9 9 3 年 5 月改用实

结法以来
,

商品帐系统运行稳定
,

取得了很好的实效
。

1 批发商业的成本
、

毛利结算方法
1

.

1 最后进价法

本期成本一期初成本库存金额 + 购进商品金额 + 非购进收入金额一非销售支出金额一

期末成本库存金额 l( )

毛利一销售额一本期成本金额 (2 )

毛利率一毛利 /销售额 又 10 0% (3 )

该法是以商品的最新进价作为唯一的进价
,

乘当前库存数量作为库存成本金额
。

期末成本库存金额一期末库存数量 又最后进价 (4 )

该法由于仅保留一个最后进价
,

所以只适用于物价长期变化很少的情形
,

在当前价格变

化频幅较大的情形下 已不适用
。

1
.

2 滑动加权平均法

该法虽然也仅保留一个进价
,

但是采用分批滑动加权平均得到的
,

比最后进价法更真实

平稳地反映了实际成本
。

本期成本库存金额计算仍用式 ( 1 )
,

而

收稿 日期
: 1 9 9 5

一

1 0
一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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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成本库存金额一期末库存数量 x 滑动加权平均价

每次进货时

( 5 )

新加权平均价 -

1
.

3 估毛利法

新进价 x 新进数量 + 原加权平均价 x 原数量

新进数量 + 原有数量
( 6)

对于没有采用会计 电算化的企业用此法
。

本期商品销售毛利 一本期净销额 x (上期毛利率士修正因子 )( 7 )

本期商品销售成本 一本期销售额一本期毛利 ( 8 )

该法准确度很差
,

修正因子难估计
,

只能是短期内无其它有效手段时的权宜之计
。

L 4 分批实结法

分批实结法是每批进货分段求和 (即积分 )来求得成本库存金额进行结算的方法
,

跟据

不同条件的实际使用状况
,

又分为三种方式
。

l) 严格对应分批实结法 (个别计价法 ) 该法需要记忆的信息量大
,

且要求对库存商

品的批次十分清楚
,

才能进行开票销售
。

所以
,

只有在财务
、

业务
、

储运等全面应用计算机管

理的情况下
,

或者在进销品种及批次很少的企业
,

才能应用
。

2 ) 先进先出法 结算上用先进先出法是与实际情况吻合的
。

该法也用公式 ( l) 求成

本
,

另外增加一个单价库
,

求库存成本金额和单价库变动如以下公式
:

「新进价与某一原价相同
:

在相应进价对应的数量上加上新进数量

进货时 }新进价与全部原价不同
,

记下新的进价和新进数量

t期末成本库存金额一期初库存成本金额 + 新进价 X 新进数量

!销售数量小于最先进价对应的数量时
:

从最
豁

价数量减去销售量

}期末成本库存金额
一期初库存成本金额一最先进价 X 销售数量

销售时 {销售数量大于等于最先进价对应的数量时
:

把价格库中最先进价消去
,

…其后各进价及对应的数量依次向前移进一位置
〔期末成本库存金额一原库存成本金额一最先进价 X 最先进价对应数量

( 9 )

( 1 0 a )

( 1 0 b )

如销量大于几个批次的数量之和时
,

要反复做移位和式 ( 1b0 )
,

以减去全部销量
。

3) 后进先出法 该法基本与先进先出法相同
,

只是销售时是从后进的批次先销起
,

对

于某些时鲜类商品
,

如鲜菜
、

时装等
,

经常是后进先销的
,

结算也以后进先出为宜
。

1
.

5 说明

1) 本文对库存金额称为库存成本金额
,

表示是为结算成本而设定的库存金额
,

严格讲

还应记为
“
加权平均成本库存金额

” , “

先进先出成本库存金额
”

等
。

2) 本文的分批实结法的计算公式
,

都给出严格理论算法形式
。

2 分批实结法的电算化实现
以先进先出法为例说明其电算化实现

。

.2 1 数据结构

分批实结的关键是应在系统设计 中搞清品种
、

价格
、

数量与金额的全部动态关系
,

合理

设计数据结构与关系
,

使系统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
,

迅速可靠地进行处理
。

与分批实结有

关的主要数据库为品种库
,

分批实结进价库
,

三级明细帐库和毛利库
。

品种库除品名
、

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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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号
、

产地等标识外
,

设有销售方式
、

削价状态
、

销售批价等字段
;
分批实结进价库 主要保存

各批次进价与相应的存货数量
;三级明细帐库除保存所有原始凭证信息外

,

还有数量结 存
,

先进先出成本库存金额结存
,

最后进价库存金额结存
、

税额等项 目
; 毛利库为报表库

,

包含了

每一商品的小类的进销存和成本毛利等各项 目
。

四库间主要关系为品种及小类代号
。

2
.

2 毛利的结算

毛利结算流程
:

上期三级帐

本期凭证帐
二仁

上期毛利表

本期三级临时

本期二级临时

毛利临时表

!
与日进销存校核 与月统计校核

当校核分析查出不平衡时
,

可确定产生不平衡的原因
。

如需调整或修改输入凭证
,

则可

以继续输入或修改
,

然后重新进行结转
,

只有在确认结转后的三级帐与毛利表后
,

才把临时

库转为正式帐与报表
。

一旦转为正式帐
,

便不得再修改
。

由于采用了计算机结转并考虑 了各

有关状态的自动处理过程
,

因而操作方便
,

速度很快
,

及时出报表
。

由于商品帐本身涉及面广及分批实结的复杂性
,

为保证 系统稳定运行
,

需解决在的主要

问题有
:

l) 削价问题 削价分为削价返回与削价损失
,

前者返 回不影响成本核算而可 以不专

门考虑进价库的变动
;后者影响到成本与毛利

,

必须对进价库进行相应的处理
,

特别是部分

削价时
,

更应根据库存批次及价格
,

查询清楚提供给业务人员
,

以便正确地调整处理
。

2) 负库存销售问题 在负销中由于进货时实际进价与负销结算时估计进价有误差
,

将形成库存成本金额的额外附加值
。

针对这一情况
,

可采取的措施有
:

置负销数量固定在最

先进价位置
; 在结算期限内

,

对同一品种应 以进货优先结算
,

以克服 当前一些企业习惯期末

做进货引起的人为误差
。

3) 串号调整 串号调整主要处理小类内串号问题
,

特别是进货串号调整一定要考虑

串号后是否销售已体现而进行一定的金额调整
。

2
.

3 对帐
、

校核及平衡

会计电算化后的重要工作是确保原始数据 的正确可靠
,

确保计算机系统的运行稳定安

全可靠
。

在计算机处理过程中
,

进行 了三个环节的平衡校核和对帐
,

主要是把商品帐与统计

与盘点数进行校核
。

首先对输入凭证与 日小类汇总校核
; 其次对每次转帐得出二级进销存临

时帐与统计日进进销存再度校核
; 最后对产生的毛利表进行表 内平衡检查

,

并与业务
、

仓库

对帐
。

前二环节基本消除了类间串号
,

第三步可查出类 内串号
。

该分批实结商品帐系统替代手工帐三年多来
,

操作简便
,

信息丰富可靠
。

3 不同成本毛利结算法对比分析

利用 已有的电算化手段对几种结算法进行 了对比分析
,

见表 1
,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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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结算法成本毛利对照表

梢售倾 成本 1成本 2 成本 3 成本 4毛利 1毛利 2 毛利 3 毛利 4毛利率 1毛利率 2 毛利率 3 毛利率 4类名,J,品

瓶且

铁壳
水瓶

其他
水 瓶

面盆

盖杯

铝壶

铝锅

压力锅

玻璃
制品

搪瓷
制品

铝制品

不锈钢
制品

大百
其他

本期
合计

1 1 9 5
.

9 4 5 4 2 8 3 0 一 5 8 8 2 5 8 9 6 5 3 3 6 5 7 0 78 6 0 6 54
。

6 5 3 0
.

5 6 5 9 1
。

8 6 5 0
.

70

2 3 0 0 6
.

0 0 一 1 4 3 1 7 6 7 一 2 8 9 2 9 7 6 2 3 14 9 2 12 3 8 2 5 8 98 2 2 0 29 1 00
。

6 2 9 2
.

3 2 1 1 2
。

5 7 9 5
.

7 5

5 1 2 0 1
.

2 3 4 5 0 7 5 4 6 8 6 1 4 18 0 1 45 6 0 3 6 12 5 4 3 3 9 9 3 99 5 5 97 1 1
。

9 6 8
.

4 8 1 8
.

3 6 10
。

9 3

6 2 1 7
.

6 5 5 3 5 4 5 9 0 9 9 7 5 2 53 2 2 8 6 2 3 0 8 一 3 5 34 8 95 13
。

8 8 4
.

9 6 一 5 6
。

8 5 1 4
.

4 0

7 1 9 3
.

9 9 6 1 9 6 6 1 9 6 6 1 9 6 6 19 6 9 9 7 9 9 7 9 97 9 97 13
.

8 6 1 3
.

8 6 1 3
.

8 6 1 3
.

8 6

8 6 8 4
。

9 8 77 5 2 7 7 5 2 7 7 5 2 77 5 2 9 3 2 9 3 2 9 32 9 32 10
。

7 4 1 0
.

7 4 10
.

7 4 1 0
.

7 4

1 7 8 5 0
。

7 1 1 5 5 2 4 1 5 5 2 4 15 5 2 4 1 55 2 4 2 32 6 2 32 6 2 3 26 2 3 26 1 3
.

0 3 1 3
.

0 3 13
.

0 3 1 3
.

0 3

3 8 9 5 9
.

2 0 3 3 8 1 4 3 3 8 1 4 3 3 8 1 4 3 38 1 4 5 14 5 5 14 5 5 1 45 5 1 45 1 3
.

2 1 1 3
.

2 1 13
。

2 1 1 3
.

2 1

1 5 7 5 1 6
.

8 6 1 3 4 8 4 8 13 4 8 7 4 13 4 1 2 4 3 48 3 0 2 2 66 7 2 2 64 2 2 3 3 9 2 2 2 6 8 6 1 4
.

3 9 1 4
.

3 7 14
.

8 5 1 4
.

4 0

4 4 0 5 6
.

0 7 4 1 3 5 8 4 13 0 2 4 0 8 9 7 40 9 3 1

1 8 8 8 5
.

8 4 1 4 2 6 6 1 4 2 6 6 1 4 2 6 6 14 2 6 6

2 69 7 2 7 53 3 1 5 8 3 1 2 4

4 61 9 4 6 19 4 6 1 9 4 6 1 9

6
.

1 2

2 4
。

4 6

6
。

2 5

2 4
。

4 6

7
。

17

24
。

4 6

7
。

0 9

2 4
。

4 6

1 7 4 7 4 6
.

7 8 1 5 9 9 2 8 1 6 0 1 6 6 1 5 7 7 1 a 5 7 6 5 4 1 48 1 8 1 4 5 80 1 7 0 3 0 1 7 0 9 2 8
.

4 8 8
.

3 4 9
。

7 5 9
.

7 8

4 2 6 7 7
.

5 8 3 9 6 1 2 3 9 6 1 2 3 9 6 3 6 3 9 2 7 1 30 6 5 3 0 6 5 3 0 4 0 34 0 5 7
.

1 8 7
.

1 8 7
.

1 2 7
。

9 8

5 9 2 1 92
.

8 35 0 4 13 2 5 0 88 7 7 4 9 2 70石 0 2 7 3 4 8 80 6 0 8 3 3 1 4 9 9 4 8 4 8 9 4 58 1 4
.

8 7 14
.

0 7 1 6
.

8 0 1 5
.

1 1

不同库存成本金额对照表 (部分 )

产品名 发生 日期

表 2

库存
数量

库存金额 1 库存金额 2 库存金额 3 库存金额 4 单价 1 单价 2 单价 3

ù匕亡JO4
、 n1j1 99 4

.

0 5
.

2 4 销售 6 4 5 3 1 5 8 1 6
.

3 0 1 5 8 1 6
.

3 0 0 15 8 1 6
.

3 0 1 5 8 1 6
.

3 0 2
.

4 5 1 0 2
.

45 1 2
.

4 5 1 0

五磅
瓶胆

19 9 4
.

0 6
.

0 1 销售 6 4 3 8 15 7 7 9
.

5 3 1 5 7 7 9
.

5 3 0 1 5 7 7 9
.

5 3 1 5 7 7 9
.

5 3 2
.

4 5 1 0 2
.

4 5 1 2
.

4 5 1 0

19 9 4
.

0 6
。

0 1 6 4 0 8 1 5 7 0 6
.

0 1 1 5 7 0 6
.

0 1 0 1 5 7 0 6
.

0 1 1 5 7 0 6
.

0 1 2
.

4 5 1 0 2
.

4 51 2
.

4 5 1 0

五磅

瓶胆
1 99 4

.

0 6
.

0 2 6 3 7 8 1 5 6 3 2
.

4 8 1 5 6 3 2
.

4 8 0 15 6 3 2
.

4 8 1 5 6 3 2
.

4 8 2
.

4 5 10 2
.

4 5 1 2
.

4 5 10

1 9 9 4
.

0 6
.

0 3

3 0

3 0 6 3 4 8 15 5 5 8
.

9 5 1 5 5 5 8
.

9 5 0 1 5 5 5 8
.

9 5 1 5 5 5 8
.

9 5 2
.

4 5 10 2
.

4 5 1 2
.

4 5 10

售售售售梢销销销

1 9 9 4
。

0 6
。

1 0 30 6 3 18 15 4 8 5
.

4 2 1 5 4 8 5
.

4 2 0 1 5 4 8 5
.

4 2 1 5 4 8 5
.

4 2 2
.

4 5 10 2
.

4 5 1 2
.

45 1 0

1 9 9 4
.

0 6
.

1 9 进货 1 2 0 0 7 5 18 1 9 5 8 9
.

4 2 1 9 5 8 9
.

4 2 0 2 5 7 11
.

5 6 1 9 5 8 9
.

4 2 3
.

4 2 00 3
.

4 2 0 2
.

6 0 6 0

1 9 9 4
.

0 6
.

2 2 销售 1 5 7 50 3 19 5 5 2
.

6 5 1 9 5 3 8
.

1 2 0 2 5 6 6 0
.

2 6 1 9 5 5 0
.

3 3 2
.

45 10 3
.

4 20 2
.

6 0 6 0

1 9 9 4
.

0 6
.

2 2 销售 1 5 7 48 8 19 5 15
.

8 8 1 9 4 8 6
.

8 2 0 2 5 6 0 8
.

9 6 1 9 5 1 1
.

2 5 2
.

4 5 1 0 3
.

4 20 2
.

6 0 6 0

1 9 9 4
.

0 6
.

2 2 销售 7 5 7 4 13 19 3 3 2
.

0 6 1 9 2 3 0
.

3 2 0 2 5 3 5 2
.

4 6 1 9 3 1 5
.

8 2 2
.

4 5 1 0 3
.

4 20 2
.

6 0 6 0

1 9 9 4
.

0 6
.

2 4 进货 1 5 0 7 56 3 1 9 8 5 7
.

0 6 1 9 7 5 5
.

3 2 0 2 6 4 7 0
.

5 0 1 9 8 40
.

8 2 3
.

5 0 0 0 3
.

5 00 2
.

62 3 0

1 9 9 4
.

0 6
.

2 4 销售 1 5 0 7 4 13 1 9 4 8 9
.

4 1 1 9 2 30
.

3 2 0 2 5 9 4 5
.

5 0 1 94 4 7
.

3 0 2
.

4 5 1 0 3
.

5 00 2
.

6 2 3 0

1 9 9 4
.

0 6
.

2 4 销售 3 0 7 3 8 3 1 9 4 1 5
.

8 8 1 9 1 27
.

7 2 0 2 5 8 40
.

50 1 9 3 6 8
.

6 1 2
.

4 5 1 0 3
.

4 2 0 2
.

6 2 30

表中的 1
,

2 , 3
,

4 指先进先出
、

后进先出
、

最后进价和滑动加权平均四种结算法
。

所列的

单价是先进先出
、

后进先出和加权平均三个价格
。

为简要清楚地显示出不同结算法库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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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

表 2仅对瓶胆中进销大的五磅瓶胆列出三级明细的数量及库存金额对 比表
。

其中发

生 日期 5 月份的为上期发生数也即本期的期初值
,

日期为 6 月份的是本期发生数
。

由表可见
:

l) 最后进价法跳动太大
,

不能反映价格变动时的真实成本
,

但最后进价的库存金额实

际上反映了
“

当前可实现现货金额
” ,

所以在帐中可以保存这一金额作参考
。

2) 加权平均法虽然比最后进价法跳动小得多
,

但从理论上讲
,

只有当批次趋于无穷

时
,

加权平均价才接近实际平均价
,

所以在价格变动大时
,

误差还是较大
。

3) 分批实结法是最平稳可靠的
,

而且价格变动越大
,

进销批次越多其优点越能体现
。

4) 先进先出与后进先出法对毛利的不同反映
,

有些资料认为后进先出法具有使得涨

价时毛利较低
,

克服虚增毛利及少纳税的特点
,

实际上
,

当采用分批实结法后
,

不仅三级商品

帐是 动态的
、

有记忆性的
,

而且毛利和毛利率也是动态变化的
。

因为投入成本 已成为动态变

量
、

而毛利在一个结算周期内的核算是不可能撇开期初与期末库存而一次性把所有商品全

清除完的
,

所以毛利也有记忆性
。

后进先出法在涨价时毛利低于先进先出来
,

其实只是由于

核算期限内销售的实际商品不同而引起的
,

当该商品全部销完时
,

后进先出与先进先 出的成

本应是相同的
,

所以关键是结算法应与实际业务情况对应
。

另外
,

目前批发普遍采用增值税

法
,

而不是从毛利核算税额
,

因而不存在结算法对税收的影响问题
。

总之
,

批发商业的毛利结算与结算方法有很大关系
,

而商业 电子 化又是先进的分批实结

法的基本条件
,

从实际出发
,

发展一些扩充性强
,

见效快的中档次的商业电子化 系统是我国

国情的急需
,

值得引起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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