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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为销售或耗用而储备的有形资产，包括库存的、加工中的和在途的各种原材料、库存商品

等。存货属于企业的资产，货的余额表示企业有形资产储备的结存金额。在通常情况下，为了保证产品生产或商品流转

的正常需要，企业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存货，因此存货类帐户的帐面余额应当为蓝字(表示“收入”大于“发出”)，即

使存货全部销售或耗用，存货的余额也应该为零。如果存货类帐户出现赤字余额(表示“发出”人于“收入”)就是一种

非正常现象。但审计中经常发现一些企业存货类小K户频繁出现赤字余额，表现为：有的数量和金额同时赤字，有的数量

为蓝字而金额足赤字，有的数量为赤字而金额是蓝字。对此，笔者就存货余额发生赤字的原因以及如何审计和处理谈几

点个人的浅见。 

一、存货赤字余额产生的主要原因 

1．外购存货已经入库，由于发票未到或者货款未付等原因，因而没有按会计制度规定及时办理验收入帐手续，但由于销

售或耗用导致存货已经发出，因此使得存货帐面产生未进先出而形成赤字数量和赤字余额。 

2．存货已经销售，但由于赊帐购人、货款尚未支付以及没有及时办理入帐手续，导致先销后进，从而使存货在会计结帐

期间出现赤字结存数量和赤字余额。这种情形在存货赊购赊销或者存货直达销售的企业比较常见。 

3．存货已经升溢，由于没有及时盘点和帐务处理，因而导致实际发出的数量超过验收入库的收入数量，由于出大于进，

从而使得帐面存货结存的数量和余额都是赤字。 

4．多转存货发出成本，违背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使得期末存货帐面结存数量与金额明显不吻合，可能产生两种情形：

一种是结存数量为零，余额足赤字；另一种是结存数量为蓝字，余额是赤字。 

5．会计人员为调节利润或者算帐记帐差错，导致存货多转发出数量和少转发出成本，从而使期末存货帐面结存数量为赤

字，而余额为蓝字。此外，由于供货方多发货，存货品种串户，存货已报废又销售，材料成本差异、产品成本差异、商

品进销差价计算分摊不正确等原因，同样会使存货产生赤字余额现象。 

二、对存货赤字余额的审计方法 

为找准存货赤字余额的真正原因，核准存货赤字余额的真实数字，揭露违纪违规问题和查找内控制度上的薄弱环节，作

出正确的审计处理决定和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建议，必须采用一些专门的审计方法。 

1．帐帐核对法——检查存货明细帐记载的可靠性。审查存货赤字余额，首先必须将存货明细帐的余额和发生额与总帐核

对，如果帐帐相符，说明存货余额具有相对可靠性，可作为继续审计的对象；如果帐帐不符，则必须查找错帐原因并按

会计制度规定纠正后，继续审计。 

2．实地盘点法——检查存货期末余额的真实性。对赤字余额的存货进行实地盘点清查，将存货的实际结存数量及其按正

常单价计算的金额与，限面结存数比较，得出该种存货的实际差额，并分析其原因，是属于盘盈盘亏，还是存在未达帐

项。对存货赤字余额审计，清查盘点很重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某个存货虽然帐面发生赤字余额，但并不等于该存货没

有实际库存量；相反，由于这种存货有赤字结存数量和赤字余额，正说明该存货仍在正常流转，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有实

际库存量存在。因此，如果对存货赤字余额就帐论帐进行审计，就会作出不切实际的审计结论，必须通过实地盘点清查

和帐实核对，查清事实真相，才能防范审计风险。 

3．帐面审查法——检查存货收付记录的合规性、计价的正确性和结存余额计算的准确性。通过帐帐核对和盘点清查，消

除因错帐和未达帐而产生的虚假赤字余额现象，通过调帐 



纠错和调节未达帐项，得出存货帐实相差和赤字余额的准确数字，从而为帐面审查奠定基础。 

(1)采用帐证核对法，检查存货收付记录的合规性。对产生赤字余额的存货帐户，将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

与明细帐收付记录逐笔核对，审查帐证是否相符。 

(2)采用复算法，检查期末结存数量和余额计算的准确性。对期初结存、本期收入和本期付出发生额、期末结存之间的勾

稽计算平衡关系进行重新计算，以验证期末赤字余额的准确性。 

(3)采用逆查法，检查存货计价的正确性。对赤字余额的存货采用逆查法，沿着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一期初余额的顺序

逐项审核，重点检查存货计价方法的一贯性和计量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根据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存货的发出和结

存，按实际成本核算的，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等计价方法，但计

价方法的采用必须符合一贯性原则，即一个企业只允许选用一种计价方法而且在一年内不得任意变动。因此，对赤字余

额的存货，着重审查有无随意改变计价方法，多转发出成本、任意压低库存成本、隐留利润，或者少转发出成本、故意

提高库存成本、虚盈实亏等利用存货成本结转、人为调节利润的问题。企业存货按计划成本核算的，除了审查存货按计

划成本收入、发出、结存的正确性率随意调节成本和利润，导致存货产生赤字余额的问题。 

4．延伸追查法。通过上述方法审查后，对某些尚未查清查实的问题，或者发现可能产生贪污舞弊的线索，必须延伸追踪

检查。如由于供货方多发商品或材料导致存货余额长期赤字的，应采用函证法或者直接到对方调查核实，以查证供货单

位多发数量与该企业存货赤字数额是否相符，若不符，是否有贪污舞弊行为。如由于升溢数较大导致存货赤字余额较大

的，应延伸检查仓库保管和记载的存货帐目以及存货收发的原始单据，等等。 

5．检查内部控制制度。围绕存货赤字余额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带来的弊端，对存货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符合性测试和实

质性测试，查找其制度上的缺陷和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从而提出完善制度、改进管理、强化内控、堵塞漏洞、防止错

弊的审计建议。 

三、对存货赤字余额的处理 

对存货赤字余额的处理，取决于存货赤字余额的性质，在查明存货赤字原因及其性质的前提下，一般可遵循以下原则处

理： 

1．属于供货方错发(多发)的存货，应当与对方协商解决，退货或作价付款。 

2．属于错帐的，应调帐处理；属于购货未及时办理入帐手续和升溢未及时报告处理导致帐务处理不及时的，应补记入

帐。因错帐或入帐不及时产生的盈亏不实，经调帐后新增的利润(或亏损)，应按税法规定调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3．属于各类违纪违规问题，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

定》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和处罚。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偷漏 

税行为，应补交税金并加收滞纳金和罚款；对于企业弄虚作假导致盈亏严重不实、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对单位及其责

任人员进行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理；对于贪污舞弊中饱私囊的违法乱纪行为，情节较轻的，除追缴非法所得外，给予违纪

者党纪或政纪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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