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gust2019

经济管理研究 EconomicManagementResearch

2019 年 8 月

1 引言

本文在《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框架下，结合建造业特点及租赁铝模特性，以

TLC 公司租赁铝模会计核算与实物管理为例，提出租赁铝模作

为固定资产核算，加固及支撑体系作为周转材料管理，旨在为

铝模制造企业准确核算租赁成本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1]。

2 租赁铝模的资产认定

租赁铝模体系由租赁铝模、加固体系和支撑体系等 3 部

分构成。目前，大部分制造厂商将租赁铝模体系的 3 部分均作

为存货核算。笔者认为，租赁铝模应作为固定资产核算，按存

货方式进行管理；加固体系、支撑体系作周转材料核算管理。

2.1 租赁铝模

根据《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之规定，租赁铝模具

有如下特征，并同时满足确认固定资产的条件，即：淤租赁铝

模为经营性租赁而持有的有形资产，且在租赁过程中保持原

有的实物形态；于铝模可循环使用 200 次以上，使用寿命超过

1 个会计年度；盂其经营租赁产生的收入很可能流入企业，与

之相关的成本亦能够可靠计量。

故租赁铝模应作为固定资产核算，按存货方式进行管理，

按规定每月计提折旧；而建造方购买的铝模应作为周转材料

管理。

2.2 加固及支撑体系

具有周转材料的特性和认定条件：淤加固及支撑体系一

般可不间断重复使用 3 年；于在租赁过程中逐渐转移其价值

但仍保持原有形态；盂其包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成

本能够可靠计量。

因此，加固及支撑体系可作周转材料核算与管理，分期摊

销的费用计算当期租赁成本。

3 租赁铝模的会计核算

租赁铝模为最主要的构成部分，约占成本的 80%。其会

计核算包括相关会计科目的设置、初始成本的确认、后续成本

的计量、铝模折旧额的计算及会计处理等内容，这里举例予以

说明其日常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

3.1 会计科目及辅助项目核算的设置

租赁铝模主要会计科目主要有：主营业务成本、周转材

料、固定资产等。根据业务情况，一级科目项下须设置相应的

明细科目和项目辅助核算（见表 员）。租赁铝模成本将新投铝

模体系与改制铝模体系分设，新投铝模体系按批次进行辅助

项目核算，改制铝模体系按工程项目辅助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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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初始成本的确认

凡制造租赁铝模投入的材料可直接归集，而制造租赁铝

模发生人工和制造费用，在不同产品类别（销售、租赁和改制）

之间按产量进行分配，可按月核算租赁铝模制造成本，实物入

库即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可作为一个批次的固定资产原值

入账[2]。例如，2019 年 1 月投入的租赁新板可定义为“固定资

产—201901 批次租赁铝模”。

3.3 后续成本计量

使用后的租赁铝模，按照房产项目要求经设计、改制后仍

可继续使用租赁项目。实践中，铝模改制成品率一般为 80%~
85%，其发生的改制费用（含部分辅助材料、人工成本及制造

费用）直接计入当期主营业务成本，不得资本化为固定资产。

改铝模制中，15%~20%铝模因其改制成本过高而进入固

定资产清理程序，该部分实物作废料处置，抑或委托加工成铝

型材。在各期铝模成本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采用月末一次加

权平均法计算固定资产清理成本，否则，可采用先进先出法计

算其清理成本。相对而言，先进先出法更符合实物流转方向，

特别在物价走高时，期末租赁铝模更接近于市价。

3.4 租赁铝模折旧

租赁铝模的折旧应考虑以下因素：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

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折旧方法；按照固定资

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

净残值。

折旧方法：折旧是固定资产由于使用而逐渐磨损所减少

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按照铝模的实际情况，平均年限法更符合

成本与收入的匹配原则。

使用寿命：按照铝模使用情况测量，铝模使用寿命为 100
次（按每栋楼 33 层计算，可满足 3 栋超高层建造需求），每栋

超高层租用铝模一般为 10 个月，铝模退场、加工改制等耗用

2 个月，因此，一栋超高层铝模周转期为 1 年。

预计净残值：铝模报废后可作废铝处置，参照废铝处理价

格计算，其残值约为：7.8 元/kg衣1.13伊23kg/m2=160 元/m2。

折旧计算：每月新投入的租赁铝模作为一批固定资产核

算，其铝模折旧亦按对应批次分月计提。

3.5 租赁铝模的会计处理

租赁铝模会计实物包括生产入库、折旧的计提、改制费用

及铝模报废的会计处理：淤生产的租赁新模，按当月产量计算

实际成本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于从次月起，租赁铝模应按批次

计提折旧，计入当期主营业务成本；盂铝模重复使用发生的改

制费用，按实际成本直接计入当期主营业务成本；榆报废时，

应按先进先出法结转租赁铝模原值及已计提的折旧[3]。

3.6 会计核算举例

2016 年 1 月—2019 年 6 月，TLC 公司发生如下铝模租赁

业务（见表 圆），预计残值率为 6%。

淤2016 年 1 月，生产租赁铝模入库 2 万 m2，价值 952.04
万元，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201601 批次铝模 952.04 万元；

贷：生产成本 952.04 万元。

于2016 年 12 月，报废铝模 1.5 万 m2，采用先进先出法，

该批铝模为 2016 年 1 月生产入库，报废原值为：1.5 万 m2伊
476.02 元/m2=714.03 万元。已提折旧：1.5 万 m2伊（476.02-160）
元/m2伊11/36=144.84 万元。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清理 569.19 万元；

累计折旧 144.84 万元；

贷：固定资产—201601 批次铝模 714.03 万元。

盂2017 年 12 月，报废铝模 3.5 万 m2，残值为 160 元/m2。

序号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三级科目 四级科目 备注
1
1.1
1.2
1.2.1
1.2.1.1
1.2.1.2
1.2.1.3
1.2.2
1.2.2.1
1.2.2.2
1.2.2.3

2
2.1
2.1.1
2.1.2
2.2
2.3

主营业务成本

周转材料

销售铝模成本
租赁铝模成本

在库支撑体系

在用支撑体系
支撑体系摊销

新投铝模体系

铝模体系改制

在库计划成本
材料成本差异

新投铝模折旧
支撑体系摊销
加工体系摊销

铝模改制
支撑体系改制
加工体系改制

数量金额核算

按批次核算
按批次核算
按批次核算

按工程项目核算
按工程项目核算
按工程项目核算

按计划成本核算
为"在库计划成本"的调整科目

表 １ 租赁铝模主要会计科目及辅助项目核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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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铝模中，系 16 年 1 月份入库 0.5 万 m2、2 月份入库 2.3
万 m2、3 月份入库 0.7 万 m2；原值为：0.5 万 m2伊476.02 元/m2+
2.3 万 m2伊491.26 元/m2+0.7 万 m2伊490.21 元/m2=1711.06 万

元；已提折旧：0.5 万 m2伊（476.02-160） 元 /m2伊23/36+2.3
万 m2 伊（491.26 -160） 元 /m2 伊22/36 +0.7 万 m2 伊（490.21 -
160）元 /m2伊21/36=701.39 万元。会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09.67 万元

累计折旧：201601 批次铝模 100.95 万元

累计折旧：201602 批次铝模 465.60 万元

累计折旧：201603 批次铝模 134.84 万元

贷：固定资产：201601 批次铝模 238.01 万元

固定资产：201602 批次铝模 1129.9 万元

固定资产：201603 批次铝模 343.15 万元

榆2016 年 4 月，TLC 公司应计提折旧 :（476.02-160）
元/m2伊2 万 m2伊3/36+（491.26-160）元/m2伊2.3 万 m2伊2/36+

（490.21-160）元/m2伊2.4 万 m2伊1/36=117.01 万元。会计处

理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201601 批次铝模 52.67 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201602 批次铝模 42.33 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201603 批次铝模 22.01 万元

贷：累计折旧：201601 批次铝模 52.67 万元

累计折旧：201602 批次铝模 42.33 万元

累计折旧：201603 批次铝模 22.01 万元

虞2019 年 1 月，TLC 公司发生改制 1.5 ㎡万 ，改制成本

22.5 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租赁铝模改制 22.5 万元

贷：生产成本：租赁铝模改制 22.5 万元

4 支撑体系的会计处理

铝模体系中，支撑及加固体系在其使用寿命期（一般为 3
年）内可循环使用，占总成本比重偏低（约 20%）；因此，可作

为周转材料核算与管理。下面以支撑体系为例阐述周转材料

的会计处理，主要包括会计科目及核算项目的设置、成本计价

方法及日常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

4.1 科目及核算项目设置

由于支撑体系涉及辅助材料较多，为简化核算手续、便

于在库存货管理和成本控制，对于在库支撑体系采用计划成

本法核算。支撑体系入库时分解，将实际成本分解为计划成

本和材料成本差异；支撑体系出库时，将计划成本还原为实

际成本。以支撑体系为例，在周转材料一级科目下，设置“在

库支撑体系”“在用支撑体系”“摊销支撑体系”3 个二级核算

科目（以下简称“在库”“在用”和“摊销”），“在库”下设“在库

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等 2 个三级核算科目（以下简称

“计划成本”“成本差异”），其中，二级科目按实际成本核算，三

级科目“成本差异”为“在库”的调整科目。

加固体系科目及核算项目设置与支撑体系相同。

4.2 支撑体系的会计处理

入库时，按计划成本记“在库”借方，超支差记“材料成本

差异”借方（节约差记贷方）；领用时，按实际成本从“在库”贷

方转至“在用”借方（按工程项目核算），同时，结转材料成本差

异（结转的超支差记贷方，节约差记贷方）；每月摊销时，从每

个工程项目的“摊销”贷方转至“主营业务成本”（按工程项目

核算）；报废时，应补提报废摊销额并计入项目成本。

4.3 会计核算举例

TLC 公司因租赁铝模体系外购支撑体系，其预计使用 3
年，残值率为 6%。2019 年 3 月初，支撑体系计划成本 840 万

元，材料成本差异-40 万元；本月入库支撑体系计划成本 120
万元，实际成本 114 万元；A 租赁项目领用支撑体系计划成本

24 万元；本月共摊销支撑体系 8 万元；另外，X 租赁项目本月

2016 年 6 月领用的支撑体系一批，计划成本为 15 万元；本月

报废在库支撑体系一批，计划成本为 20 万元（详见表 3）。

所属期间

2016 年 1 月生产入库
2016 年 2 月生产入库
2016 年 3 月生产入库

2016 年 4~11 月生产入库
2016 年 12 月生产入库

2016 年 12 月报废
2016 年合计

2017 年 12 月报废
2017 年生产入库
2018 年生产入库

2019 年 1~6 月生产入库
2016 年 1 月~2019 年 6 月累计

2.00
2.30
2.40
22.40
3.10
32.20
44.58
43.94
22.64
143.35

476.02
484.09
490.21
498.35
509.84
447.87
482.27
480.74
494.44
476.00

952.04
1,129.90
1,176.50
11,161.06
1,580.50
14,419.50
21,500.52
21,121.44
11,194.17
68,235.64

1.50
1.50
3.50

5.00

476.02
476.02
488.87

485.02

714.03
714.03
1,711.06

2,425.09

本期新增
数量 /万 m2 单位成本/万元 成本/万元

本期减少
数量 /万 m2 单位成本/万元 成本/万元

表 2 2016—2019 年 6 月租赁铝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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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支撑体系入库时，按计划成本计价。分录如下：

借：周转材料：在库支撑体系 120 万元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4.82 万元

贷：应付账款：某供应商 128.82 万元

材料成本差异：在库支撑体系 6 万元

于领用时，按实际成本将在库转为在用。分录如下：

借：周转材料：在用支撑体系 A 项目 22.9 万元

材料成本差异：在库支撑体系 1.1 万元

贷：周转材料：在库支撑体系 24 万元

盂本月摊销支撑体系实际成本 8 万元，作如下分录：

借：主营业务成本：铝模租赁项目支撑体系 8 万元

贷：周转材料：支撑体系摊销 8 万元

榆报废 X 租赁项目部分支撑体系，补提报废摊销额，摊

销额=16伊(1原6%)伊(1-33/36)=1.25 万元，作如下分录：

借：主营业务成本：X 租赁项目支撑体系 1.25 万元

贷：周转材料：X 项目支撑体系摊销 1.25 万元

虞将报废支撑体系收回的残料交库，并转销报废支撑体

系的实际成本，做如下分录：

借：原材料 0.96 万元

周转材料：X 项目推销 15.04 万元

贷：周转材料：在用支撑体系 A 项目 16 万元

愚B 项目完工收回支撑体系 20 万元，已摊销 6.90 万元，

收回计划价 15 万元；客户丢失 2 万元，按合同约定应赔偿 3.2
万元（含税）。做如下分录：

借：周转材料：在库支撑体系 15 万元

其他业务成本 2 万元

周转材料：支撑体系摊销 B 项目 6.9 万元

贷：周转材料：在用支撑体系 B 项目 22 万元

材料成本差异：在库支撑体系 1.9 万元

借：应收账款：B 客户 3.2 万元

贷：其他业务收入 2.83 万元

应交税金：增值税销项 0.37 万元

舆本月报废在库支撑体系计划成本 15.24 万元

借：管理费用 15.24 万元

材料成本差异：在库支撑体系 0.76 万元

贷：周转材料：在库支撑体系 16 万元

5 租赁铝模作为固定资产的问题

租赁铝模作为固定资产符合会计准则之规定，便于较为

准确核算租赁铝模的总成本，会计核算简单、可行；但存在收

入、成本不匹配问题，会计核算不能反映铝模流向和流量。

5.1 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

淤收入成本在较短期间内不匹配：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和

项目施工进度，在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内分期确认每个项目

的主营业务收入；而租赁铝模，一旦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即

在其寿命期间（一般为 36 个月）按批次计提折旧，其折旧费用

不能定义到具体租赁项目，造成与项目租赁收入不匹配。

于租赁铝模作为可重复使用，始终处于运动状态，而会计

核算不能反映它的流转方向、使用状态、数量及成本、存放地

及成新率等。

5.2 解决思路与方法

淤规范物资收发存管理。在管理方式上，物资管理部门应

将铝模体系作为存货管理，物资部门应建立相应的出入库备

查账，准确记录各租赁项目发出、退回铝模数量，及时反映物

资的流向和流量，提高物资运营效益和效率。

于建立清查盘点制度。建立完善的租赁物资管理制度，

不定期盘点，核查形成差异的原因，落实管理责任，做到账实

相符。

盂完善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流程，财务部门不定期稽核

出入库单据、各租赁项目物资收发存台账，确保物资记录完

整、准确，保证资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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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数 实际成本/万元 计划成本/万元 成本差异额/万元
结存数

实际成本/万元 计划成本/万元 成本差异额/万元 成本差异率/%
月初余额
本月入库
本月领用

本月租赁退回
本月在库报废

840.00
114.00
22.90
13.10
19.06

880.00
120.00
24.00
15.00
20.00

-40.00
-6.00
-1.10
-1.90
-0.94

840.00
954.00
931.10
944.20
925.15

880.00
1,000.00
976.00
991.00
971.00

-40.00
-46.0
-44.90
-46.80
-45.85

-4.55
-4.60
-4.60
-4.72
-4.72

表 3 在库周转材料成本及差异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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