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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暂估成本的账务处理（小规模暂估成本的账务处理分录）

概述

有些小伙伴不明白什么是暂估入账？原材料等货品暂估入账后能进行税前抵扣
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暂估入账的小知识吧！

内容

一、什么是暂估入账？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对于已验收入库的购进商品，但发票尚未收到的，
企业应当在月末合理估计入库成本（如合同协议价格、当月或者近期同类商品
的购进成本、当月或者近期类似商品的购进成本、同类商品同流通环节当期市
场价格、售价*预计或平均成本率、等）暂估入账。

二、暂估入账能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吗？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
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六条规定规定，关于企业提供有效
凭证时间问题：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
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面发生
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第六条规定，关于以前年度发生应扣未
扣支出的税务处理问题，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的有关规定，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
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
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三条规定，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
、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的，若支出真实且
已实际发生，应当在当年度汇算清缴期结束前，要求对方补开、换开发票、其
他外部凭证。补开、换开后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符合规定的，可以作为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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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凭证。

三、暂估入账的会计分录应如何处理？

借：库存商品

贷：应付账款——暂估款

需要注意的是，未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不能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不含税价格口径暂估。

因此，首先应当按照上述规定暂估入账，然后，与其他正常入库入账的库存商
品一样，一并计算库存商品发出（包括说的销售出库）成本。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收到发票后的处理：

次月初，冲回暂估入库成本，以红字编制如下分录：

借：库存商品

贷：应付账款——暂估款

取得发票后，正式入账分录：

借：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付账款——**公司等

对于上月暂估入库并已销售商品的销售成本
，从理论上应当进行调整，但是，由于企业购销活动的经常性和大量性，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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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重要性原则出发，出于简化会计核算的考虑，对于暂估成本的发出成本，
不予单独进行调整，而是随库存商品今后的收发业务自行消化。这也就是企业
会计制度强调的暂估入库成本时应当合理估计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计算当月
发出库存商品成本时，应当仍然按照规定的方法正常计算确定发出成本。由于
月初红字冲回入库，并且取得发票正式入账，两者相抵，余额为暂估成本与实
际成本之间的差额。所以，该差额实际上应当由本月发出和月末结存的库存商
品承担了。

但是，如果本月同类商品，既无月初结存，又无购销业务发生的，或者企业是
使用个别计价法
计算存货的发出成本的，或者暂估成本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差额巨大的话，则该
暂估成本与实际成
本之间的差额（包括及其连带影响的
其他存货成本），应当调整并转入销售成本。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等

贷：库存商品等

如果暂估成本大于实际成本的，应当以红字编制上述分录。

总结

综上所述，关于非正常户的这些小知识，您了解了吗？

精彩回顾

1.关于小微企业“六税两费”的新政，这些问题要知道！

2.关于最新的免税新政，以下几点需注意！

3.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要点—子女教育篇！

◎中税答疑◎

中国唯一专做“税务内容服务”的大数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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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座谈会确认：“中税答疑按行为导航税法的功能从根本上
解
决了
我国税收
政策内容多、变化
快、查询难的问题”，由此奠定中税答疑税法导航的专业地位。

2013年起，国家税务总局和中税答疑联合连续两年开展“税法送万家”活动。

2015年起，为全国200家税务局提供微信新媒体运维。（中税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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