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E 成本说明

一、 VEVEVEVE的成本计算方式有 3333种

1、标准成本

标准成本是指在正常和高效率的运转情况下制造产品的成本，而不是指实际发生的成本，是有效经营条

件下发生的一种目标成本，也叫“应该成本”。

以目标成本（标准成本）为基础，把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进行对比，揭示出成本差异，使差异成为

向人们发出的一种“信号”；以此为线索，企业可以查明形成差异的原因和责任，并据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巩

固成绩，克服缺点，实现对成本的有效控制。

2、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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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每次进货数量加上原有库存存货

的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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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一种方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来的商品成本比较均衡和准确，但计算起来的工作量大，一般适用于经营

品种不多、或者前后购进商品的单价相差幅度较大的商品流通类企业。

VE 单据中的成本方式均为移动加权平均法。

3、月加权

又称“综合加权平均法”、“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是指以本月全部进货数量加上月初存货数量作为权数,

去除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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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基础计算本月发出存

货的成本和期末存货的成本的一种方法。

优点：只在月末一次计算加权平均单价，比较简单，而且在市场价格上涨或下跌时所计算出来的单位成

本平均化，对存货成本的分摊较为折中。

缺点：不利于核算的及时性；在物价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按加权平均单价计算的期末存货价值与现

行成本有较大的差异。适合物价变动幅度不大的情况。这种方法平时无法从账上提供发出和结存存货的

单价及金额，不利于加强对存货的管理。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或按上月月末计算

的平均单位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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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中月加权成本操作界面如下：

二、 VEVEVEVE各单据与成本关系

1)1)1)1) 采购进货单采购进货单采购进货单采购进货单

采购进货单在新增、删除、修改后，相关产品的成本和数量会发生变化。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采购进货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1、采购进货单新增后，产品的数量会增加，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采购进货单成本计算方式如下：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不含税金额）

/（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

以产品‘2010’为例，首先我们在产品资料里面看到产品‘2010’的平均成本是‘0.59’，如下图：



现有数量是 1802，如下图：

然后在采购进货单里新增一张单据，产品代码选‘2010’，数量 2，单价 15，见下图

按公式计算，保存后成本=（（1802*0.59）+30））/（1802+2）=0.6059756097560976

由于当前系统参数中单价小数保留 2位并且进位方式为四舍五入，

所以将‘0.6059756097560976’保留 2位并四舍五入后结果为‘0.61’。也就是说保存后产品‘2010’的



成本应该是‘0.61’。见下图：

2、采购进货单删除后，产品的数量会减少，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计算公式为：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不含税金额）

/（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如果（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

实际数量）=0，则产品成本=产品当前平均成本。

将刚才新增的单据删除后，套入上面的公式，产品‘2010’的成本=((1804*0.61)-30)/(1804-2)

=0.5940288568257492,四舍五入并保留 2位小数后结果为 0.59.见下图：



3、采购进货单修改后，如果修改后的数量大于修改前的数量，则产品的数量会相应的增加。否则产品现有

数量减少，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成本的计算方式是先计算删除修改前的进货单后成本，然后计算新增修改后的进货单的成本

2)2)2)2) 现款采购现款采购现款采购现款采购

现款采购单在新增、删除、修改后，相关产品的成本和数量会发生变化。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现款采购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现款采购单的成本计算方式与采购进货单的成本计算方式是一样的。

1、现款采购单新增后，产品的数量会增加，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现款采购单成本计算方式如下：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不含税金额）

/（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

2、现款采购单删除后，产品的数量会减少，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现款采购单删除后成本计算方式如下：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不含税金



额）/（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

如果（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0，则产品成本=产品当前平均成本。

3、现款采购单修改后保存，产品的数量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成本的计算方式等同于先删除修改前的现款采购单然后新增修改后的现款采购单

3)3)3)3) 估价入库估价入库估价入库估价入库

估价入库单在新增、删除、修改后，相关产品的成本和数量会发生变化。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估价入库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估价入库单的成本计算方式与采购进货单的成本计算方式是一样的。

1、估价入库单新增后，产品的数量会增加，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估价入库单成本计算方式如下：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金额）/（新增

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

2、估价入库单删除后，产品的数量会减少，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估价入库单删除后成本计算方式如下：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金额）/（删

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

如果（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0，则产品成本=产品当前平均成本。

3、估价入库单修改后保存，产品的数量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成本的计算方式等同于先删除修改前的估价入库单然后新增修改后的估价入库单



4)4)4)4) 采购退货单采购退货单采购退货单采购退货单

采购退货单在新增、删除、修改后，相关产品的成本和数量会发生变化。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采购退货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1、采购退货单在新增后，产品的数量会减少，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计算公式：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不含税金

额）/（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基本单位数量）

如果（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0，则产品成本=产品当前平均成本。

2、采购退货单删除后，产品的数量会增加，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计算公式：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不含税金额）

/（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基本单位数量）

3、采购退货单修改后保存，产品的数量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同时产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

成本的计算方式等同于先删除修改前的采购退货单然后新增修改后的采购退货单

5)5)5)5) 采购打折单采购打折单采购打折单采购打折单

采购打折单在新增、删除、修改后，相关产品的数量不变，但是成本会发生变化。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采购打折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1、采购打折单在新增后，产品成本计算公式为：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折让金额）/

（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

2、采购打折单在删除后，产品成本计算公式为：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折让金额）/

（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

3、采购打折单修改后，产品成本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修改前的采购打折单然后新增修改后的采购打折单

6)6)6)6) 销售模块销售模块销售模块销售模块

销售类单据在新增删除修改后，数量会相应变化但成本不会重新计算。

销售出货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减少，删除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

销售退货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删除后产品现有数量减少。

销售模块其他单据的新增删除修改，不影响产品数量和成本

7)7)7)7) 生产领料单生产领料单生产领料单生产领料单

生产领料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减少，产品平均成本不变。

生产领料单新增时，单据中的单位成本根据库存参数中设置的成本方式计算方式获取，库存参数中的成本

方式有：标准成本、移动平均、月加权。单位成本不允许用户自己修改。



生产领料单删除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产品平均成本不变。

生产领料单修改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或减少，产品平均成本不变。

8)8)8)8) 生产退料单生产退料单生产退料单生产退料单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生产退料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生产退料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单据中的单位成本根据库存参数中设置的成本方式计算方式获

取，库存参数中的成本方式有：标准成本、移动平均、月加权。如果是生产领料单抛转过来的单据，单位

成本取生产领料单中的单位成本。单位成本允许用户自己修改。保存后产品的平均成本根据当前单据中的

单位成本和数量重新计算。

公式为：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成本小计） /

（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基本单位数量）

生产退料单删除后，产品现有数量减少，产品平均成本重新计算。计算公式：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成本小计）

/（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基本单位数量）

如果（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实际数量）=0，则产品成本=产品当前平均成本。

修改后的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后新增。

生产退料单修改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或减少，产品平均成本重新计算。



9)9)9)9) 产品入库单产品入库单产品入库单产品入库单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产品入库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产品入库单新增时，当选择了成品代码后，成品的单位成本会自动带出来，但是有工单号码和无工单号码

的时候成品的单位成本取值方式是不一样的。

1、无工单：副档成品的单位成本根据库存参数中的入库成本方式（领料成本、指定成本、单据成本、

BOM成本），自动计算成品的成本。

1.1领料成本：取关联的领料单的主档总计-退料单的主档总计，如果没有关联则为 0。

1.2指定成本：根据库存参数中设置的成本方式获取产品的成本（标准成本、移动平均、月加权），

用户可以手动输入。

1.3单据成本：根据库存参数中设置的成本方式获取产品的成本（标准成本、移动平均、月加权），

用户可以手动输入。

1.4 BOM成本：如果该产品有 BOM，则成本=所有（产品资料中子件的平均成本*产品资料 BOM

中的数量小计）的和，然后根据进位方式来四舍五入。

如果该产品没有 BOM，则根据库存参数中设置的成本方式获取产品的成本（标准成

本、移动平均、月加权）；

2、有工单：副档中成品的单位成本取工单成本。

2.1 领料成本：

工单中的领料数量大于 0：单位成本=工单中的材料成本/工单中的领料数量，

工单中的领料数量不大于 0：单位成本=工单中的材料成本/工单数量

2.2 指定成本：根据库存参数中设置的成本方式获取产品的成本（标准成本、移动平均、月加权），

用户可以手动输入。

2.3 单据成本：根据库存参数中设置的成本方式获取产品的成本（标准成本、移动平均、月加权），

用户可以手动输入。



2.4 BOM成本：如果该产品有 BOM，则成本=所有（产品资料中子件的平均成本*产品资料 BOM

中的数量小计）的和，然后根据进位方式来四舍五入。

如果该产品没有 BOM，则根据库存参数中设置的成本方式获取产品的成本（标

准成本、移动平均、月加权）；

产品的总成本计算方式：

如果库存参数中托工费用方式=‘列入成本’并且 直接费用摊算方式=‘入库摊算’

副档中产品的总成本=成本+工时成本+制造费用+本币托工费用

否则：副档中产品的总成本=成本+工时成本+制造费用

新增的产品入库单保存后，成品现有数量增加，成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计算公式：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成品现有数量*新增前成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成品的总成本）/（新

增前成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成品的实际数量）

产品入库单删除后，成品现有数量减少，成本计算公式：

删除后成品的成本=（删除前成品现有数量*删除前成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成品的总成本）/（删

除前成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成品的实际数量）

修改后的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后新增。

10)10)10)10) 借出单借出单借出单借出单

借出单在新增删除修改的时候，如果库存参数中的借贷计算方式为‘实际数量’，则产品的现有数量会

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成本不重新计算。

借出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减少，删除后现有数量增加。

更新产品档中现有借出数量和客户产品档中的现有借出数量和现有借出金额。

11)11)11)11) 借出还入单借出还入单借出还入单借出还入单

借出还入单在新增删除修改的时候，如果库存参数中的借贷计算方式为‘实际数量’，则产品的现有数

量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成本不重新计算。

借出还入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删除后现有数量减少。

更新产品档中现有借出数量和客户产品档中的现有借出数量和现有借出金额。



12)12)12)12) 借入单借入单借入单借入单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借入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该执

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月底

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借入单在新增删除修改的时候，如果库存参数中的借贷计算方式为‘实际数量’，则产品的现有数量会

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成本重新计算。

借入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成本计算公式：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金额）/（新

增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基本单位数量）

借入单删除后，产品现有数量减少，成本计算公式：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金额）/（删

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基本单位数量）

修改后的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后新增。

更新产品档中现有借入数量和供应商产品档中的现有借入数量和现有借入金额。



13)13)13)13) 借入还出单借入还出单借入还出单借入还出单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借入还出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借入还出单在新增删除修改的时候，如果库存参数中的借贷计算方式为‘实际数量’，则产品的现有数

量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成本重新计算。

借入还出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减少，成本计算公式：

新增后产品的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金额）/（新

增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基本单位数量）

借入还出单删除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成本计算公式：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金额）/（删

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该产品的基本单位数量）

修改后的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后新增。

更新产品档中现有借入数量和供应商产品档中的现有借入数量和现有借入金额。

14)14)14)14) 调拨单调拨单调拨单调拨单

调拨单在新增修改删除的时候，产品的现有数量总数不变，成本不重新计算

调拨单在新增的时候，调拨出库的仓库现有数量减少，调拨入库的仓库现有数量增加

调拨单在删除的时候，调拨出库的仓库现有数量增加，调拨入库的仓库现有数量减少



15)15)15)15) 组装单组装单组装单组装单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组装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该执

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月底

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组装单在新增修改删除的时候，产品数量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成本会重新计算。

组装单新增后，成品数量增加，子件数量减少，成品的成本会重新计算，公式：

新增后成品的平均成本=（新增前成品现有数量*新增前成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成品的组装成本）

/（新增前成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成品的组装数量）

组装单删除后，成品现有数量减少，成本计算公式：

删除后成品的成本=（删除前成品现有数量*删除前成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成品的组装成本）/（删

除前成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成品的组装数量）

修改后的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后新增。



16)16)16)16) 拆卸单拆卸单拆卸单拆卸单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拆卸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该执

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月底

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拆卸单新增后，成品现有数量减少，子件现有数量增加，子件的成本重新计算。

新增后子件的平均成本=（新增前子件现有数量*新增前子件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子件的小计）/（新

增前子件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子件的实际数量）

组装单删除后，成品现有数量减少，成本计算公式：

删除后子件的成本=（删除前子件现有数量*删除前子件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子件的小计）/（删除

前子件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子件的实际数量）

修改后的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后新增。

17)17)17)17) 存货调整单存货调整单存货调整单存货调整单



为保证成本准确有效，存货调整单在新增、删除、修改以前的单据后（例如补单或修改以前的单据）应

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重整时可以只选择本单据的产品进行重整。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

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存货调整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增加或减少，成本重新计算。公式：

新增后产品的平均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子件的小计） /

金额（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产品的实际调整数量）

存货调整单删除后，产品现有数量减少或增加，成本计算公式：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产品的金额）/（删除

前产品现有数量-当前单据中产品的实际调整数量）

修改后的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后新增。

18)18)18)18) 进货费用分摊单进货费用分摊单进货费用分摊单进货费用分摊单

进货费用分摊单新增后，产品现有数量不变，成本重新计算。公式：

新增后产品的平均成本=（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新增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产品分摊后

的单据金额（新增前产品现有数量）

进货费用分摊单删除后，产品现有数量不变，成本计算公式：

删除后产品的成本=（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删除前产品当前平均成本-当前单据中产品的单据金额）

/（删除前产品现有数量）

修改后的计算公式等同于先删除后新增。

19)19)19)19) 生产成本分摊

生产成本分摊保存后相关的入库单中的总成本会被修改，但入库单中成品的数量不变，修改完后会自动执

行成本数量重整。



20)20)20)20) 成本数量重整成本数量重整成本数量重整成本数量重整

系统运行中，因为偶发的情况（电源中断、机器当机、硬盘磨损故障等……）或异动（新增、修改、删除）

之前的交易单据，有可能会造成存货数量及成本的异动；执行重整功能后，系统将重新自动验算存货数量

及成本，使数据正确性及完整性达到最高，网络版用户在执行本功能时其它计算机必须都退出高格 VEVEVEVE系

统。

在以下情况下也应该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1. 修改期初成本及数量时

2. 新增、修改或删除之前影响成本的单据（如：进货单、进货退出单……等）

3. 报表成本或数量有误时

注意：1、如果是成本方式是月加权，则只需要在月底执行一次月加权成本重整就可以了，不用单独执行成

本数量重整。

2、在成本数量重整的时候不要操作其他单据。

3、系统根据用户选择的单个或多个产品进行产品成本和数量的重整。

重整步骤：

1、如果勾选了重置产品金额数量异动档，则先删除产品异动档（领料单、退料单、入库单），然后根据

单据中的数量和金额重新生成异动档数据（领料单、退料单、入库单重新生成异动档）。

按照单据的日期和单据录入时间并且按照下列单据顺序（从产品异动档中取出）用移动平均方式计算

产品成本和数量：

现款采购、估价入库、采购收货、销售退货、采购打折、借出还入、借入单、退料单、生产入库、组

装单、拆卸单、存货调整单、成本分摊单、仓库调拨单、采购退货、销售出库、销售打折、借出单、借入

还出、领料单、组装单、拆卸单。



2、在计算产品成本和数量的同时，系统参数中关帐日期以后的单据（仓库调拨单（产品异动档）、存货

调整单、领料单、退料单、生产入库单、组装单、拆卸单）中的成本、金额也将重置。但是已结案的工单

关联的入库单、领料单、退料单不重置。

其中生产入库单在重置的时候，如果库存参数中入库成本为‘单据成本’或‘BOM成本’，则单据的

单位成本和成本不会重置。

重置销售出货单、销售退货单主档成本(副档无成本字段)。

如果库存参数中调整成本方式=‘平均成本’，则重置调整单副档成本和金额。

3、如果勾选了重置工单总成本，则系统会将所有未结案的工单的总成本重新计算。

厂内工单：总成本=材料成本+工时成本+制造费用

委外工单：如果库存参数中托工费用方式为列入成本并且直接费用摊算方式为入库摊算则：

总成本=材料成本。

否则总成本=材料成本+托工费用。

在重置工单总成本的时候，系统还会删除工单中的加减项。

4、重置暂存凭证信息。

根据单据中的金额重新计算凭证的金额。

21)21)21)21) 月加权成本操作月加权成本操作月加权成本操作月加权成本操作

如果库存参数中设置了成本方式为：月加权，则每个月的月底应该执行月加权成本操作。

注意：1、本操作执行完毕后，系统参数中的关帐日期会改成执行月加权月份的最后一天，并且关帐日期前

的单据将不能修改，因此请在每月的最后一天执行本操作。

2222、网络版用户在执行本功能时其它计算机必须都退出高格 VEVEVEVE系统。

3、月加权成本每个月只能执行一次，系统不允许重复操作。

月加权成本执行完后可以在产品资料中查看到每个产品的月加权成本，在库存参数中还可以看到上次

执行月加权的月份（库存参数—成本加权月份）。

1、如果勾选了重置产品金额数量异动档，则先删除产品异动档（领料单、退料单、入库单），然后根据单

据中的数量和金额重新生成异动档数据。

2、根据产品异动档重新计算产品成本和产品数量，公式：

产品本月月加权成本=（上月结存数量*上月结存成本+本月单据金额合计）/（上月结存数量+本月单据

数量合计）

如果库存参数中退料成本方式为指定成本，则单据金额合计和单据数量合计不包括退料单。

如果库存参数中拆料入库成本为指定成本，则单据合计中不包括拆卸单。

如果库存参数中组装入库成本为指定成本，则单据合计中不包括组装单。

如果库存参数中入库成本为指定成本，则单据合计中不包括生产入库单。

完成后更新产品档中的月加权成本和本月结存数量。

3、在执行月加权完成后系统会自动执行成本数量重整（所有产品）。

在重整时，系统参数中关帐日期以后的单据（仓库调拨单、存货调整单、领料单、退料单、生产入库单、

组装单、拆卸单）中的成本、金额也将重置。但是已结案的工单关联的入库单、领料单、退料单不重置。

其中生产入库单在重置的时候，如果库存参数中入库成本为‘单据成本’或‘BOM成本’，则单据的

单位成本和成本不会重置。



重置销售出货单、销售退货单主档成本(副档无成本字段)。

如果库存参数中调整成本方式=‘平均成本’，则重置调整单副档成本和金额。

完成后更新产品档中的平均成本和现有数量

4、如果勾选了重置暂存记账凭证，则在执行月加权的同时系统还会重置暂存记账凭证。

三、 VEVEVEVE成本计算实例

1)1)1)1) 实例一：实例一：实例一：实例一： 商贸类、移动平均商贸类、移动平均商贸类、移动平均商贸类、移动平均

a)a)a)a) 初始数据：

类 型 编码 期初数量 期初成本

原材料 A 200 1

原材料 B 100 10

低值易耗品 C 1000 0.1

库存参数--成本计算方式=移动平均。

b)b)b)b) 发生的业务及需要的处理

操作日 业务 / 处理 成本变化 说明

2011-10-1 本日收货：A 数量 50，不含

税价 1.5

A成本=1.1 成本=((200*1)+(50*1.5))/(200+50)，

现有数量 250

2011-10-1 本日出货：A 数量 50，出货

价 2

A 成本=1.1,出货单总

成本=(50*1.1)=55

数量减少 50，产品成本不变，现有数

量=200

2011-10-2 本日收货：A 数量 50，不含

税价 2

A成本=1.28 成本=((200*1.1)+(50*2))/(200+50)，

现有数量=250

2011-10-2 改 1日收货单成本 1.5为 1.4 A成本=1.26 A成本

=((250*1.28)-(50*1.5))/(250-50)=1.2

25,现有数量=200，A成本

=((200*1.225)+(50*1.4))/(200+50)=1

.26

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10月 1日出货时产品

成本=1.08，出货单总

成本=(50*1.08)=54,10

月2日收货后产品成本

=1.264

10月 1日收货后，A产品成本

=((200*1)+(50*1.4))/(200+50)=1.08。

10月 2日收货后，A产品成本

=((200*1.08)+(50*2))/(200+50)

c)c)c)c) 月末结存

类 型 编码 期初数量 收货数量 出货数量 结存数量 结存成本

原材料 A 200 100 50 250 1.264

原材料 B 100 0 0 100 10

低值易耗品 C 1000 0 0 1000 0.1



2)2)2)2) 实例二：实例二：实例二：实例二： 商贸类、月加权商贸类、月加权商贸类、月加权商贸类、月加权

a)a)a)a) 初始数据：

类 型 编码 期初数量 期初成本

原材料 A 200 1

原材料 B 100 10

低值易耗品 C 1000 0.1

库存参数--成本计算方式=月加权。

b)b)b)b) 发生的业务及需要的处理

操作日 业务 / 处理 成本变化 说明

2011-10-1 本日收货：A 数量

50，不含税价 1.5

A成本=1.1 移动平均成本=((200*1)+(50*1.5))/(200+50)，现有数

量 250，本月月加权成本到月底时执行月加权成本后

算出。

2011-10-1 本日出货：A 数量

50，出货价 2

A成本=1,出货单

总 成 本

=(50*1)=50

数量减少 50，产品成本不变，产品成本取上月月加

权成本，如果没有则取期初成本。现有数量=200

2011-10-2 本日收货：A 数量

50，不含税价 2

A成本=1.28 移动平均成本=((200*1.1)+(50*2))/(200+50)，现有数

量=250

2011-10-2 改 1 日收货单成本

1.5为 1.4

A成本=1.26 A成本=((250*1.28)-(50*1.5))/(250-50)=1.225,现有

数量=200，A成本

=((200*1.225)+(50*1.4))/(200+50)=1.26

2011-10-3

0

执行月加权成本并

成本数量重整后

本月结存数量

=250，本月月加

权成本=1.23

本月月加权成本

=((200*1)+(50*1.4)+(50*2))/(200+50+50)=1.23333

33，四舍五入=1.23，10月 1日出货成本=本月月加

权成本=1.23

c)c)c)c) 月末结存

类 型 编码 期初数量 收货数量 出货数量 结存数量 结存成本

原材料 A 200 100 50 250 1.23

原材料 B 100 0 0 100 10

低值易耗品 C 1000 0 0 1000 0.1

3)3)3)3) 实例三：实例三：实例三：实例三： 工业类、有生产和委外、移动平均工业类、有生产和委外、移动平均工业类、有生产和委外、移动平均工业类、有生产和委外、移动平均

a)a)a)a) 初始数据：

类 型 编码 期初数量 期初成本

原材料 A 200 1

成品 B,子件 A、C 100 10

低值易耗品 C 1000 0.1



库存参数--成本计算方式=移动平均，库存参数—入库成本=领料成本。

b)b)b)b) 发生的业务及需要的处理

操作日 业务 / 处理 成本变化 说明

2011-10-

1

本日收货：A 数量

50，不含税价 1.5

A成本=1.1 成本=((200*1)+(50*1.5))/(200+50)，现有数量 250

2011-10-

2

厂内工单：B 数量

50

2011-10-

2

厂内工单抛转领料：

A 数量 50 ,C 数量

50

A 领料成本=1.1,

数量 50。C 领料

成本=0.1，数量

50。总成本 60

产品 A数量减少 50，产品成本不变，现有数量=200

产品 C数量减少 50，产品成本不变，现有数量=950

2011-10-

3

成品 B生产入库（领

料抛转或选

2011-10-2的工单），

入库单位成本=1.2，

入库良品数量 50，

总成本 60

成品B成本=7.07 成品 B成本=(100*10)+(60)/(100+50)，四舍五入后

7.07

2011-10-

4

改 1 日收货单成本

1.5为 1.4

A成本=1.08 A成本=((200*1.1)-(50*1.5))/(200-50)=0.97,现有数

量=200，A成本

=((150*0.97)+(50*1.4))/(150+50)=1.08

执行成本数量重整 A成本=1.08

成品B成本=7.06

C成本=0.1

10月 2日的领料单中，A领料成本=1.08 数量 50。

C领料成本=0.1，数量 50.总成本 59.

10月 3日的入库单成本=59，单位成本=1.18

成品 B成本=((100*10)+59)/(100+50)=7.06

c)c)c)c) 月末结存

类 型 编码 期初数量 收货数量 出货数量 结存数量 结存成本

原材料 A 200 50 50 200 1.08

成品 B 100 50 0 150 7.06

低值易耗品 C 1000 0 50 950 0.1

4)4)4)4) 实例四：实例四：实例四：实例四： 工业类、有生产和委外、月加权工业类、有生产和委外、月加权工业类、有生产和委外、月加权工业类、有生产和委外、月加权

a)a)a)a) 初始数据：

类 型 编码 期初数量 期初成本

原材料 A 200 1



成品 B,子件 A、C 100 10

低值易耗品 C 1000 0.1

库存参数--成本计算方式=月加权，库存参数—入库成本=领料成本。库存参数—托工费用方式=列入成本，

库存参数—直接费用摊算方式=列入成本。

b)b)b)b) 发生的业务及需要的处理

操作日 业务 / 处理 成本变化 说明

2011-10-1 本日收货：A 数量

50，不含税价 1.5

A成本=1.1 成本=((200*1)+(50*1.5))/(200+50)，现有数量 250

2011-10-2 委外工单：B 数量

50

2011-10-2 委外工单抛转领料：

A 数量 50 ,C 数量

50

A 领料成本=1.1,

数量 50。C 领料

成本=0.1，数量

50。总成本 60

产品 A数量减少 50，产品成本不变，现有数量=200

产品 C数量减少 50，产品成本不变，现有数量=950

2011-10-3 成品 B生产入库（领

料抛转或选

2011-10-2的工单），

入库单位成本=1.2，

入库良品数量 50，

托工单价 1，托工金

额 50，总成本 110

成品 B成本=7.4 成品 B成本=((100*10)+110)/(100+50)=7.4

2011-10-4 改 1 日收货单成本

1.5 为 1.4

A成本=1.08 A成本=((200*1.1)-(50*1.5))/(200-50)=0.97,现有数

量=200，A成本

=((150*0.97)+(50*1.4))/(150+50)=1.08

2011-10-5 本日收货：A,数量

40，单价 1.6

A成本=1.17 A成本=((200*1.08)+(40*1.6))/(200+40)=1.17

2011-10-5 本日收货：C,数量

100，单价 0.2

C成本=0.11 C成本=((950*0.1)+(100*0.2))/(950+100)=0.11

2011-10-3

0

执行 2011 年 10 月

的月加权成本并且

成本数量重整。

A成本=1.15

成品 B成本

=7.42

C成本=0.11

A月加权成本

=((200*1)+(50*1.4)+(40*1.6))/(200+50+40)=1.15

C月加权成本

=((1000*0.1)+(100*0.2))/(1000+100)=0.11。

10月 2日的领料单中，A领料成本=1.15数量 50。

C领料成本=0.11，数量 50.总成本 63

10月 3日的入库单成本=63，单位成本=1.26,托工金

额 50，总成本 113。

成品 B月加权成本=((100*10)+113)/(100+50)=7.42

c)c)c)c) 月末结存

类 型 编码 期初数量 收货数量 出货数量 结存数量 结存成本

原材料 A 200 90 50 240 1.15

原材料 B 100 50 0 150 7.42

低值易耗品 C 1000 100 50 105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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