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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摊销法应用过程中的难点

夏红雨（副教授）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湖南湘潭 411104）

【摘要】五五摊销法在周转材料的摊销中应用较为广泛，但同时也难以理解与把握。本文对五五摊销法的概念

进行了重新理解与规范，并解析了包装物与低值易耗品在使用五五摊销法进行核算时的区别，计划成本法与实际

成本法下五五摊销法的应用区别以及五五摊销法中有关押金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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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摊销法定义的理解与规范

根据五五摊销法的定义，五五摊销法就是在周转材

料领用时摊销其一半价值，在报废时再摊销其另一半价

值的方法。

例1：宁远股份有限公司领用了500个全新包装箱，无
偿提供给客户使用。包装箱单位成本 100元，采用五五摊
销法摊销。

领用包装物，摊销其价值的50%，会计分录如下：
借：周转材料——包装物——出借包装物 50 000
贷：周转材料——包装物——库存未用包装物

50 000
借：销售费用 25 000
贷：周转材料——包装物——包装物摊销 25 000

包装物报废，摊销剩余50%的价值，会计分录如下：
借：销售费用 25 000
贷：周转材料——包装物摊销 25 000

借：周转材料——包装物——包装物摊销 50 000
贷：周转材料——包装物——出借包装物 50 000

例 2：宏达工厂基本生产车间 3月领用工具 20只，每
只成本 100元，采用五五摊销法。5月，有 6只专用工具报
废，残值50元入库。

对于这个习题，很少有同学能根据五五摊销法的定

义与全部一次性报废情况的方法做出正确的会计处理。

3月会计分录如下：
借：周转材料——在用低值易耗品 2 000
贷：周转材料——在库低值易耗品 2 000

借：制造费用 1 000
贷：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摊销 1 000

5月会计分录如下：
借：制造费用 300
贷：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摊销 300

借：原材料 50
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摊销 600
贷：周转材料——在用低值易耗品 600
制造费用 50

根据五五摊销法的定义，学生在处理例 2时，出现以
下几个问题：

有学生认为 3月领用周转材料时，摊销了 1000元，5
月份报废时也应摊销1 000元；5月结转“周转材料——在
用低值易耗品”的账面余额的时候，应该结转的是 2 000
元，而不是600元。
如果按照正确的分录来进行处理的话，这就不符合

五五摊销法的定义，而是多次摊销法的应用。出现这种情

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五五分摊法的定义实际上是有歧义

的，缺少详细的说明。因此，五五摊销法的定义在实际运

用过程中给人以下感觉：好像只能分两次摊销，一次是领

用时，一次是报废时；每次都是摊销总金额的一半；在摊

销完报废的周转材料时，需要结转周转材料的全部账面

价值。

实际上五五摊销法应该这样定义：在领用周转材料

时摊销领用周转材料总额的一半，然后在报废时摊销报

废周转材料金额的一半（如果是全部一次性报废，则摊销

周转材料总金额的一半；如果是分次报废，则每次摊销报

废周转材料金额的一半），并按照报废的周转材料的金额

来结转周转材料摊销额。

二、包装物与低值易耗品五五摊销法区别

在实际应用中，不同类别的周转材料在应用五五分

摊法时，却有较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细账户的设置不一样。在会计处理时，包装物分
为两种情况：一是随同商品出售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以

及出借的包装物；二是随同商品出售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与出租的包装物。第二种情况的包装物与低值易耗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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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通常使用五五摊销法。但是，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借的

包装物，在客户使用完包装物后，一般都要求客户归还包

装物，然后在以后的销售中包装物将再次被出租或出借，

又再次被收回。所以包装物就处于不断地被出租或出借，

不断地被收回，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使用状态中。低值易

耗品在生产过程中逐渐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成本中

去，通常都是会使用到报废，不存在周而复始循环使用的

情况。因此，包装物与低值易耗品在会计核算时，明细科

目的设置不一样。出租、出借的包装物在核算时，明细科

目有：“包装物——库存未用包装物”、“包装物——库存

已用包装物”、“包装物——出租包装物”、“包装物——出

借包装物”、“包装物——包装物摊销”；而低值易耗品在

核算时，通常只设置“低值易耗品——在用低值易耗品”、

“低值易耗品——在库低值易耗品”、“低值易耗品——低

值易耗品摊销”三个明细科目。

2. 领用时的处理不一样。由于包装物与低值易耗品
的特点的不同，包装物通常会处于不断地被出租或出借，

又不断地被收回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周转使用状态中，

所以必须反映包装物的收回情况；而低值易耗品一般被

使用到报废，因此低值易耗品很少有收回的核算。

因此，在领用包装物时并不是一律都摊销 50%的价
值，而是要看领用的是否是未用包装物，只有领用的是未

用包装物时才摊销50%的价值，对于领用的已用包装物则
不需摊销，因为已用包装物在其第一次被领用时已摊销

了 50%的价值，剩余的 50%的价值必须等到报废时才摊
销。对于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一律要摊销50%的价值。

3. 报废时注销的处理不一样。包装物的报废一般是
在对存放在仓库里的、已经收回的包装物进行财产清查

时发现的，报废的是库存已用包装物。所以在注销报废的

包装物的会计分录中，贷记“包装物——库存已用包装

物”科目；而低值易耗品报废的是在用的低值易耗品，在

注销报废的低值易耗品的会计分录中，贷记“低值易耗

品——在用低值易耗品”科目。

三、计划成本法与实际成本法下五五摊销法的应用

区别

与实际成本法相比，计划成本法下周转材料的五五

摊销法应用的难点在于周转材料存在材料成本差异的分

配与摊销问题。从计划成本法的定义来看，月末需要对存

货成本差异进行分摊，将发出存货的计划成本和结存存

货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因此，当企业使用计划成

本法时，周转材料采用五五摊销法摊销则必须对周转材

料的材料成本差异在发出的周转材料、摊销的周转材料

以及未摊销的周转材料之间进行分配与结转。

例 3：某企业低值易耗品采用五五摊销法进行摊销，
企业管理部门月初领用新的低值易耗品100件，单位计划
成本 100元；月末报废其中 20件。月末经计算，本月低值

易耗品的成本差异率为2%。
月初领用低值易耗品时，会计分录如下：

借：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在用） 10 000
贷：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在库） 10 000

先摊销其价值的50%，会计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 5 000
贷：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摊销） 5 000

月末报废的 20件低值易耗品补提另外 50%的摊销
额，会计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 1 000
贷：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摊销） 1 000

转销报废的20件低值易耗品，会计分录如下：
借：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摊销） 2 000
贷：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在用） 2 000

结转本月摊销的低值易耗品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

=（5 000+1 000）×2%=120（元），会计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 120
贷：材料成本差异——低值易耗品 120

四、五五摊销法下押金的会计处理

关于押金的问题，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收取押

金；二是退回押金；三是没收押金；四是补收押金。

收取押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应付

款”科目。

退回押金时，借记“其他应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没收押金时，借记“其他应付款”科目，贷记“其他业

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如果要交增值

税）”、“应交消费税（如果要交消费税）”科目。

补收押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营业外收

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若要交增值税）、“应交

消费税”（若要交消费税）科目。

在处理出租或出借包装物业务时，经常会出现包装

物报废或逾期不退还包装物的情况，从而导致没收押金，

甚至需要补收押金的情况出现。要做好没收押金与补收

押金的业务处理，关键在于理解没收押金与补收押金业

务的本质区别：没收押金视同销售包装物，因此记入“其

他业务收入”；补收的押金相当于在原来押金的基础上，

为了督促对方退回包装物而加收的押金，而原来的押金

通常和包装物的价值相当，所以补收的押金是属于超过

包装物价值的额外部分，本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笔收入

的，所以记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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