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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存货 

本章考情概述 

本章是学习和掌握其他有关章节内容的基础，诸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长期股权投资、所得

税、会计差错更正以及合并财务报表等内容，都可能涉及到存货的知识。在考试中，本章通常以客观题形式为

主，个别年份考核过主观题，平均分值在 2 -3 分，近几年主要考查存货的初始计量和期末计量。 

知识点 构成考点可能性 近 7 年考查频次 可能的考查形式 

1.存货的性质与确认条

件 
中 3 次 客观题 

2.存货的初始计量 中 4 次 客观题 

3.发出存货的计量 低 -- 主/客观题 

4.期末存货的计量 高 6 次 主/客观题 

5.存货的清查盘点 低 -- 客观题 

“存货”整体学习路线 

 

【知识点 1】存货的性质与确认条件 

【定义】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

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确认条件】 

在符合概念的前提下，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才能予以确认：   

1.与存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考核关键点】 

1.不看外在形态，关键看持有目的 

①为建造固定资产等各项工程而储备的各种物资，不属于企业的存货 

②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入的用于建造商品房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 

③房地产开发企业用于销售的商品房，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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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企业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的特定商品，取得相关商品时计入当期损益（销售费用），不属于企业的存

货 

2.不看存放地点，关键看是否有拥有所有权 

属于委托方的存

货 

①以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的商品，属于委托方存货 

②委托加工的原材料和修理的商品，属于委托方存货 

属于受托方的存

货 

受托方为加工原材料和修理商品发生的材料及加工费，属于受托方存货 

3.特殊情况--周转材料 

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周转多次使用的低值易耗品等周转材料一般属于企业存货 

②民航、地铁使用的高价周转件，符合固定资产定义，应作为固定资产处理 

【历年真题•2016 年单项选择题】2×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向乙公司订购的印有甲公司标志、为促销

宣传准备的卡通毛绒玩具到货并收到相关购货发票，50 万元货款已经支付。该卡通毛绒玩具将按计划于 2×16

年 1 月向客户及潜在客户派发。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下列关于甲公司 2×15 年对订购卡通毛绒玩具所

发生支出的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是（   ）。 

A.确认为库存商品 

B.确认为当期销售成本 

C.确认为当期管理费用 

D.确认为当期销售费用 

【答案】D 

【解析】企业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的特定商品，向客户预付货款未取得商品时，应作为预付账款进行会

计处理，待取得相关商品时计入当期损益（销售费用）。 

【历年真题•2017 年单项选择题】甲公司为啤酒生产企业，为答谢长年经销其产品的代理商，经董事会批

准，2×16 年为过去 3年达到一定销量的代理商每家免费配备一台冰箱。按照甲公司与代理商的约定，冰箱的

所有权归甲公司，在预计使用寿命内免费提供给代理商使用。甲公司不会收回，亦不会转作他用。甲公司共向

代理商提供冰箱 500 台，每台价值 1万元，冰箱的预计使用寿命为 5年，预计净残值为零。甲公司对本公司使

用的同类固定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免费提供给代理商使用冰

箱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将冰箱的购置成本作为 2×16 年销售费用计入当期利润表 

B.因无法控制冰箱的实物及其使用，将冰箱的购置成本确认为无形资产并分 5年摊销 

C.将冰箱的购置成本作为过去 3 年的销售费用，追溯调整以前年度损益 

D.作为本公司固定资产，按照年限平均法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计提折旧 

【答案】A 

【解析】甲公司将冰箱在预计使用寿命内免费提供给代理商使用，且不改变用途，虽然该冰箱所有权归甲

公司所有，但实质上属于为过去销售提供的商家奖励，并不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从实质重于形

式角度，甲公司不应当作为资产核算，而是在发生当期计入销售费用。 

【知识点 2】存货的初始计量 

 

 

 

 

【存货初始计量基本原则】企业取得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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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购存货的成本 

【原则】外购存货的成本即存货的采购成本，指企业物资从采购到入库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 

【具体构成】 

购买价款（价） 不包括：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相关税费（税） 包括：关税、消费税、资源税、不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等 

进货费用（费） 包括：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 

其他可归属采购成本

的费用（其他费用） 

包括：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仓储费、包装费；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原理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年购进 a 商品，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货款为 100 万

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13 万元，均已银行存款付讫。 

借：库存商品                                1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 000 

    贷：银行存款                                1 130 000 

本年甲公司将 a 商品全部销售，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售价为 200 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26 万

元，款项已收到，假设不考虑主营业务成本结转问题。 

借：银行存款                             2 26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60 000  

【原理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年购进 a 商品，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注明的货款为 100 万

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13 万元，均已银行存款付讫。 

借：库存商品                              1 130 000 

    贷：银行存款                            1 130 000 

本年甲公司将 a 商品全部销售，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售价为 200 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26 万

元，款项已收到，假设不考虑主营业务成本结转问题。 

借：银行存款                             2 26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60 000  

【考核关键点】 

项目 

是否计

入存货

成本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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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过程中发生的损耗 
合理损耗 计入 

损耗不从总成本中扣除，入库数量减少，单位成本增

加 

非合理损耗 不计入 损耗从总成本中扣除，入库数量减少，单位成本不变 

2.商品流通企业的进货费

用 

原则上 计入 一般发生时直接计入存货成本 

金额较小 不计入 计入“销售费用” 

3.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的特定商品 不计入 计入“销售费用” 

【练习题·单项选择题】某工业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乙种原材料 100 吨，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售价每吨为 1 万元，增值税额为 13 万元，取得运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注明运费 2 万元，增

值税 0.18 万元，另发生装卸费用 0.62 万元，途中保险费用为 0.1 万元，原材料运抵企业后，验收入库原材料

为 96 吨，运输途中发生合理损耗 4吨。该原材料的入账价值为（     ）。 

A.102.72 万元                        B.102.94 万元        

C.118.92 万元                        D.118.72 万元 

【答案】A 

【解析】原材料的入账成本＝100×1＋2＋0.62＋0.1＝102.72（万元）。 

【练习题·单项选择题】乙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月购进原材料 200 吨，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货

款为 600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780 万元；发生的运输费用为 350 万元(不含税),运输费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

额为 31.5 万元，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为 130 万元。验收入库时发现数量短缺 10%,经查属于运输途中合理损

耗。乙企业该批原材料实际单位成本为每吨  (      )万元。 

A.32.4                               B.40.51   

C.36.46                              D.36   

【答案】D   

【解析】购入原材料的实际总成本=6000+350+130=6480(万元),实际入库数量=200×(1-10%)=180(吨),所

以乙企业该批原材料实际单位成本=6480/180=36(万元/吨)。 

二、加工取得存货的成本 

【原则】企业通过进一步加工取得的存货，其成本由采购成本、加工成本构成，某些存货还包括使存货达

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的其他成本。 

【具体构成】 

采购成本（料） 加工过程中使用或消耗原材料的成本 

加工成本（工、费） 

直接人工 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职工薪酬 

制造费用 

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 

折旧费、办公费、水电费、机物料消耗、劳动保护费、季节性

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车间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用等 

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

发生的的其他成本（其他成

本） 

可直接认定的产品设计费 

【考核关键点】 

项目 是否计入存货成本 

1.直接材料/人工/制造费用 
合理消耗 计入 

非合理消耗 不计入 

2.停工损失 
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 计入 

自然灾害造成的停工损失 不计入 

3.设计费 
为特定产品发生的可直接认定的 计入 

正常生产产品发生的 不计入 

4.废品损失 
定额内损失 计入 

超定额损失 不计入 

5.仓储费 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仓储费用 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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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存货入库后发生的仓储费用 不计入 

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阶段所必需的仓储费用 计入 

完工存货入库后发生的仓储费用 不计入 

【历年真题•2017 年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项中，应当计入存货成本的是（  ）。 

A.季节性停工损失 

B.超定额的废品损失 

C.新产品研发人员的薪酬 

D.采购材料入库后的储存费用 

【答案】A 

【解析】选项 A，季节性停工损失计入到制造费用，影响存货成本；选项 B，超定额的废品损失，计入当

期损益，不影响存货成本；选项 C，新产品研发人员的薪酬，资本化的部分，计入到产品成本，费用化的部

分，计入到当期损益；选项 D，采购材料入库后的储存费用，计入到当期损益，不影响存货的成本。 

三、通过提供劳务取得存货的成本 

【处理原则】通过提供劳务取得的存货，其成本按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

于该存货的间接费用确定。（劳务提供人员直接人工+直接费用+间接费用） 

四、其他方式取得存货的成本 

1.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 
①按照投资合同、协议约定的价值 

②如约定价值不公允：按照公允价值入账 

2.盘盈存货的成本 按重置成本确定 

3.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

/企业合并等方式取得存货的成本 
按照相关准则规定确定 

【知识点 3】发出存货的计量 

 

一、先进先出法 

【定义】先进先出法是指以先购入的存货应先发出（销售或耗用）这样一种存货实物流转假设为前提，对

发出存货进行计价的一种方法。 

【案例背景】 

1 月 1 日仓库剩余甲商品 10 件，单价 100 万元，总价值 1000 万元； 

1 月 15 日购入甲商品 10 件，单价 150 万元，总价值 1500 万元； 

1 月 20 日发出甲商品 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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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购入 发出 结存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1.1       10 100 1000 

1.15 10 150 1500    
10 100 1000 

10 150 1500 

1.20    

15  1750 

5 150 750 10 100 1000 

5 150 750 

合计    15  1750 5 150 750 

二、移动加权平均法 

【定义】移动加权平均法，是指以每次进货的成本加上原有库存存货的成本，除以每次进货数量与原有库

存存货数量之和，据以计算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作为在下次进货前计算各次发出存货成本的依据。 

【案例背景】 

1 月 1 日仓库剩余甲商品 10 件，单价 100 万元，总价值 1000 万元； 

1 月 15 日购入甲商品 10 件，单价 150 万元，总价值 1500 万元； 

1 月 20 日发出甲商品 15 件。 

日期 
购入 发出 结存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1.1       10 100 1000 

1.15 10 150 1500    20 125 2500 

1.20    15 125 1875 5 125 625 

合计    15 125 1875 5 125 625 

三、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定义】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是指以当月全部进货数量加上月初存货数量作为权数，去除当月全部进货

成本加上月初存货成本，计算出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以此为基础计算当月发出存货的成本和期末存货成

本的一种方法。 

【案例背景】 

1 月 1 日仓库剩余甲商品 10 件，单价 100 万元，总价值 1000 万元； 

1 月 15 日购入甲商品 10 件，单价 150 万元，总价值 1500 万元； 

1 月 20 日发出甲商品 15 件； 

1 月 25 日购入甲商品 5 件，单价 140 万元，总价值 700 万元； 

日期 
购入 发出 结存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1.1       10 100 1000 

1.15 10 150 1500    20   

1.20    15 128 1920 5   

1.25 5 140 700    10   

合计    15 128 1920 10 128 1280 

存货单位成本=（1000+1500+700）/(10+10+5)=128（万元） 

四、个别计价法 

【定义】个别计价法，亦称个别认定法，具体辨认法，其特征是注重所发出存货具体项目的实物流转与成

本流转之间的联系，逐一辨认各批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所属的购进批别或生产批别，分别按其购入或生产时所

确定的单位成本计算各批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的成本。 

【分录模型】 

1.对外销售商品的会计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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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跌价准备 

   贷：库存商品 

2.对外销售材料的会计处理 

借：其他业务成本 

  存货跌价准备 

贷：原材料 

【知识点 4】期末存货的计量 

 

一、存货期末计量原则 

【原则】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二、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1.可变现净值内涵 

【定义】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 

【本质】存货预计未来净现金流入。 

 

 

 

【注意】在确定估计售价时，有合同覆盖的存货使用合同价；无合同覆盖的存货使用一般市场价。 

【原理题】甲公司库存 A 材料账面价值（成本）为 600,000 元，可用于生产一台 A 型机器，A 材料市场价

格总额为 550,000 元，假设不发生其他购买费用。由于 A 材料市场销售价格下降，用 A 材料生产的 A 型机器的

市场销售价格总额由 1,500,000 元下降为 1,350,000 元，但其生产成本仍为 1,400,000 元，将 A 材料加工成 A

型机器尚需投入 800,000 元，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为 50,000 元。 

要求：确定 A材料的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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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计算 A 型机器

的可变现净值 

A 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A型机器估计售价-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1,350,000-

50,000=1,300,000（元） 

第二步：将 A型机器的

可变现净值与其成本进

行比较 

A 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 1,300,000元＜其成本 1,400, 000 元，即，A材料应当按

可变现净值计量 

第三步：计算 A 材料的

可变现净值，并确定其

期末价值 

A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A 型机器的估计售价-将 A 材料加工成 A型机器尚需投入的

成本-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1,350,000-800,000-50,000=500,000（元）。A 材料

可变现净值 500,000 元＜其成本 600,000 元，因此。A材料期末价值应为其可变

现净值 500,000 元 

【原理题】甲公司库存商品 100 件，每件商品的成本为 120 元，其中 50 件已经与经销商签订销售合同，

合同价为每件 170 元，该商品在市场上的售价为每件 150 元，预计每件商品的销售税费为 40 元。 

 

【历年真题•2020 年单项选择题】甲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20×9 年 1 月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一宗土地，

支付土地出让金 210000 万元。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该宗土地拟用于建造住宅，使用期限为 70 年，自

20×9 年 1月 1 日开始起算。20×9 年末，上述土地尚未开始开发，按照周边土地最新出让价格估计，其市场

价格为 195000 万元，如将其开发成住宅并出售，预计售价总额为 650000 万元，预计开发成本为 330000 万

元，预计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为 98000 万元。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上述土地在甲公司 20×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金额是(    )。 

A.195000 万元                                B.207000 万元 

C.222000 万元                                D.210000 万元 

【答案】D 

【解析】住宅成本=210000+330000=540000（万元）， 

住宅可变现净值=650000-98000=552000（万元）。 

住宅（终端产品）没有发生减值，土地未发生减值，仍按照成本计量，即上述土地使用权在甲公司 20×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金额为 210000 万元。 

2.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应考虑的因素 

①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 

②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③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考虑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等的影响。(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之间存货售价发生波动的，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对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已经存在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

据，则在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时应当予以考虑，否则不应予以考虑。) 

【历年真题•2019 年单项选择题】2×19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持有乙原材料 200 吨，单位成本为 20 

万元/吨，每吨乙原材料可加工生产丙产成品一件，该丙产成品售价为 21.2 万元/件，将乙原材料加工至丙产

成品过程中发生加工费等相关费用共计 2.6 万元/件。当日，乙原材料的市场价格为 19.3 万元/吨。甲公司 

2 ×19 年财务报表批准报出前几日，乙原材料及丙产成品的市场价格开始上涨，其中乙原材料价格为 19.6

万元/吨，丙产成品的价格为 21.7 万元/件，甲公司在 2×19 年以前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不考虑其他因

素，甲公司 2×19 年 12 月 31 日就持有的乙原材料应当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    ）。 

A.80 万元                                       B.280 万元 

C.140 万元                                      D.1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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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丙产成品的成本＝200×20＋2.6×200＝4 520（万元）；丙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200×21.2＝4 

240（万元），成本大于可变现净值，丙产成品发生减值，因此，乙原材料发生减值。 

乙原材料的成本＝200×20＝4 000（万元），乙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200×21.2－2.6×200＝3 720（万

元），乙原材料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4 000－3 720＝280（万元）。 

3.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迹象 

存货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通常表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①该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②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③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   

④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4.可变现净值等于零的迹象 

存货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通常表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零，需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①已霉烂变质的存货   

②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   

③生产中已不再需要，并且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三、存货跌价准备的核算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计提原则】企业应在每一资产负债表日，比较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计算出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再与已提数进行比较，若应提数大于已提数，应予补提。企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应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

值损失）。 

【分录模型】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存货跌价准备 

2021年 12月 31 日，甲公司库存 A商品 1 件，每件

商品的成本为 100 万元，其可变现净值为 80万

元，之前该商品没有计提过存货跌价准备。 

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100 万-80 万=20 万 

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0 

借：资产减值损失      200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200 000 

2021年 12月 31 日，甲公司库存 A商品 1 件，每件

商品的成本为 100 万元，其可变现净值为 80万

元，之前该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万元。 

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100 万-80 万=20 万 

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5 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150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150 000 

2.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转回原则】企业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都应当重新确定可变现净值。当以前期间导致减值的因素消失

（注意：不能是其他因素），导致可变现净值大于成本，应在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 

【分录模型】 

借：存货跌价准备 

  贷：资产减值损失 

【例题 1】20×7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 W7 型机器的账面成本为 500 万元，但由于 W7 型机器的市场价格

下跌，预计可变现净值为 400 万元，由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0 万元。 

（1）20×8 年 6 月 30 日，W7 型机器的账面成本仍为 500 万元，但由于 W7 型机器市场价格有所上升，使

得 W7 型机器的预计可变现净值变为 475 万元。 

【分析】在 20×8 年 6 月 30 日 

成本：500 万元，可变现净值：475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应计提（应有数）=500-475=25（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已计提（已有数）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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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75 万元。 

借：存货跌价准备           750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750 000 

（2）20×8 年 12 月 31 日，W7 型机器的账面成本仍为 500 万元，由于 W7 型机器的市场价格进一步上升，

预计 W7 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为 555 万元。 

【分析】在 20×8 年 12 月 31 日 

成本：500 万元，可变现净值：555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科目无余额（应有数=0） 

20×8 年 6 月 30 日，“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25 万元（100 万-75 万）  

应将原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冲回。 

借：存货跌价准备            250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250 000 

3.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转 

【结转原则】企业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如果其中有部分存货已经销售，则企业在结转销售成本时，应同

时结转已对其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分录模型】 

借：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 

  存货跌价准备 

  贷：库存商品/原材料等 

【原理题】甲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20 年 12 月 31 日 A 库存商品的账面余额为 220 万元，已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30 万元。2×21 年 1 月 20 日，甲公司将上述商品全部对外出售，售价为 200 万元，收到款项存入

银行，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因素。 

借：银行存款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90 

    存货跌价准备                               30 

    贷：库存商品                                 220 

甲公司出售 A商品影响利润总额的金额=200-190=10(万元)。 

【知识点对比】“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与“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转” 

联系 均是冲减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区别 
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继续持有存货 

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转 不再继续持有存货（例如，出售） 

【知识点 5】存货的清查盘点 

【处理原则】企业应当设置“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反映和监督企业在财产清查中查明的各种存货的盘

盈、盘亏和毁损情况。 

 报经批准前 报经批准后 

盘盈 
借：库存商品/原材料等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管理费用 

自然灾害导

致盘亏毁损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库存商品/原材料 

借：银行存款【残料变现】 

    原材料【残料入库】 

    其他应收款【应收赔款】 

    营业外支出【差额】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计量收发差

错导致盘亏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库存商品/原材料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赔款】 

    管理费用【差额】          



学员专用 请勿外泄 

 

第 11 页/共 11 页 环球网校学员专用 课程咨询： 

毁损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管理不善导

致盘亏毁损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库存商品/原材料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转出） 

借：银行存款【残料变现】 

    原材料【残料入库】 

    其他应收款【应收赔偿】 

    管理费用【差额】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本章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