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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成本管理 

【考情分析】 

客观题和主观题，11 分左右。 

【考点导航】 

内容 考点 

第一节 

成本管理概述 

成本管理的意义 

成本管理的目标 

成本管理的原则 

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本量利分析与应用 

本量利分析概述★★ 

单一产品本量利分析★★★ 

多种产品本量利分析★★ 

目标利润分析★ 

敏感性分析★ 

本量利分析在经营决策中的应用★★ 

 

内容 考点 

第三节 

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 

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的相关概念★ 

标准成本的制定★★ 

成本差异的计算及分析★★★ 

第四节 

作业成本与责任成本 

作业成本★ 

责任成本★★ 

 

【备考策略】 

本章的特点是公式多，但比较简单，并且公式之间有联系，因此建议分组去理解记忆公式，效果更好。 

第一节 成本管理概述 

【考点】成本管理的意义 

意义 

通过成本管理降低成本，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 

通过成本管理增加企业利润，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通过成本管理能帮助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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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成本管理的目标 

总体目标 

在竞争性经济环境中，成本管理的总体目标主要依据企业竞争战略制定： 

1.成本领先战略中，成本管理的总体目标是追求成本水平的绝对降低 

2.差异化战略中，成本管理的总体目标则是在保证实现产品、服务等方面差异化的前提下，

对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进行管理，实现成本的持续降低 

具体目标 
1.成本计算的目标是为所有内、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成本信息 

2.成本控制的目标是降低成本水平 

 

【考点】成本管理的原则 

原则 内容 

融合性原则 
成本管理应以企业业务模式为基础，将成本管理嵌入业务的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实

现成本管理责任到人、控制到位、考核严格、目标落实 

适应性原则 
成本管理应与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和目标相适应，尤其要与企业发展战略或竞争战略相适

应 

成本效益原则 
成本管理在应用相关工具方法时，应权衡其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避免获得的

收益小于其投入的成本 

重要性原则 
成本管理应重点关注对成本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对于不具有重要性的项目可以适当简

化处理 

 

【考点】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般来说，成本管理具体包括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

核七项内容。 

内容 说明 

成本预测 
以现有条件为前提，在历史成本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利用科学的方

法，对未来的成本水平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描述和判断的成本管理活动 

成本决策 
是在成本预测及有关成本资料的基础上，综合经济效益、质量、效率和规模等指标，运用

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各个成本方案进行分析并选择最优方案的成本管理活动 

成本计划 

是以营运计划和有关成本数据、资料为基础，根据成本决策所确定的目标，通过一定的程

序，运用一定的方法，针对计划期企业的生产耗费和成本水平进行的具有约束力的成本筹

划管理活动 

成本控制 
是成本管理者根据预定的目标，对成本发生和形成过程以及影响成本的各种因素条件施加

主动的影响或干预，把实际成本控制在预期目标内的成本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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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 

是根据成本核算对象，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企业管理要求，对营运过程中实际发生

的各种耗费按照规定的成本项目进行归集、分配和结转，取得不同成本核算对象的总成本

和单位成本，向有关使用者提供成本信息的成本管理活动 

1.成本核算分为财务成本核算和管理成本核算。财务成本核算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而管理

成本核算则既可以用历史成本，又可以用现在成本或未来成本 

2.成本核算的精度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关，成本领先战略对成本核算精度的要求比差异化战

略要髙 

  

成本分析 

是成本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用成本核算提供的成本信息及其他有关资料，分析成本

水平与构成的变动情况，查明影响成本变动的各种因素和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成本的成本管理活动 

成本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对比分析法、连环替代法和相关分析法 

成本考核 

是对成本计划及其有关指标实际完成情况进行定期总结和评价，并根据考核结果和责

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相应奖励和惩罚，以监督和促进企业加强成本管理责任制，提高成

本管理水平的成本管理活动 

考核指标可以是财务指标，也可以是非财务指标，例如，实施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应主要

选用财务指标，而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则大多选用非财务指标 

 

【提示】成本预测是进行成本管理的第一步，也是组织成本决策和编制成本计划的前提；成本分析贯穿于

成本管理的全过程，成本预测、成本决策与成本计划的变动是企业外部经济环境和企业内部竞争战略变动的结

果，而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则通过成本信息的流动互相联系。 

第二节 本量利分析与应用 

【考点】本量利分析概述（★★） 

（一）本量利分析的含义和基本假设 

含

义 

指以成本性态分析和变动成本法为基础，运用数学模型和图式，对成本、利润、业务量与单价等因素之

间的依存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变动的规律性，为企业进行预测、决策、计划和控制等活动提供支持的一

种方法 

基

本

假

设 

1.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组成 

2.销售收入与业务量呈完全线性关系,即当销售量在相关范围内变化时，产品的单价不会发生变化 

3.产销平衡 

4.产品产销结构稳定，即在一个生产与销售多种产品的企业，以价值形式表现的产品的产销总量发生变

化时，原来各产品的产销额在全部产品的产销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会发生变化 

 

（二）本量利分析的基本原理 

1.基本损益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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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固定成本=（P-V）×Q-F 

【推导】（了解） 

利润=销售收入-总成本 

=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销售量×单价-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提示】这个方程式是明确表达本量利之间数量关系的基本关系式，给定其中四个变量，便可求出另外一

个变量的值 

2.边际贡献分析 

边际贡献及 

边际贡献率 

（1）边际贡献总额=销售收入-变动成本=销售量×单位边际贡献=销售收入×边际贡献率 

（2）单位边际贡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单价×边际贡献率 

（3）边际贡献率=边际贡献总额/销售收入=单位边际贡献/单价 

（4）变动成本率=变动成本总额/销售收入=单位变动成本/单价 

（5）边际贡献率+变动成本率=1 

边际贡献 

方程式 

利润 

=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销售量×单位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销售收入×边际贡献率-固定成本 

 

【例题】某企业生产甲产品，售价为 60 元/件，单位变动成本 24 元，固定成本总额 100 000 元，当年产

销量 20 000 件。试计算单位边际贡献、边际贡献总额、边际贡献率及利润。 

【答案】 

单位边际贡献=60-24=36（元） 

边际贡献总额=20 000×36=720 000（元） 

边际贡献率=36/60=60% 

或：边际贡献率=720 000/(20 000×60)=60% 

利润=720 000-100 000=620 000（元） 

【例题-2019 判断题】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固定成本每增加 1 元，边际贡献就减少 1 元。（    ） 

【答案】× 

【解析】边际贡献=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对边际贡献没有影响。 

【考点】单一产品本量利分析（★★★） 

（一）盈亏平衡分析（保本分析） 

含义 
是指分析、测定盈亏平衡点，以及有关因素变动对盈亏平衡点的影响等，是本量利分

析的核心内容 

盈亏平衡点 

（保本点） 

是指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状态的业务量或销售额，即企业一定时期的总收入等于总成

本、利润为零时的业务量或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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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表现形式： 

1.以实物量来表现 

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保本销售量）=固定成本/（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单位边际贡献 

 

盈亏平衡点 

（保本点） 

2.以货币单位表示 

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保本销售额）=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单价 

或：=固定成本/边际贡献率 

或：=固定成本/（1-变动成本率） 

【提示】 

盈亏平衡点越低越好，降低途径：降低固定成本、降低单位变动成本、提高售价 

盈亏平衡作业率 

（保本作业率） 

盈亏平衡作业率 

=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正常经营业务量（实际业务量或预计业务量） 

=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正常经营销售额（实际销售额或预计销售额） 

 

【例题】某企业销售甲产品，单价为 100 元/件，单位变动成本为 50 元，固定成本为 130 000 元，假定该

企业正常经营条件下的销售量为 5 000 件,要求计算甲产品的边际贡献率、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及盈亏平衡点

的销售额、盈亏平衡作业率。 

【答案】 

边际贡献率=（100-50）/100=50% 

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130 000/（100-50）=2 600（件） 

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130 000/50%=260 000（元）或=2 600×100=260 000（元） 

盈亏平衡作业率=2 600/5 000=52%  或=260 000/（5 000×100）=52% 

计算结果表明，该企业盈亏平衡作业率为 52%，即正常销售量的 52%用于盈亏平衡，也即企业的生产能力

利用程度必须达到 52%，方可达到盈亏平衡。 

【例题-2021 多选题】在边际贡献为正的前提下，某产品单位变动成本和单价均降低 1 元。不考虑其他因

素，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边际贡献率不变 

B.单位边际贡献不变 

C.盈亏平衡点销售额不变 

D.盈亏平衡点销售量不变 

【答案】BD 

【解析】单位边际贡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单价和单位变动成本同时减少，单位边际贡献不变，选项 B

正确。 

边际贡献率=单位边际贡献/单价，单位边际贡献不变，单价减少，边际贡献率变大，选项 A 错误。 

盈亏平衡点销售量=固定成本/单位边际贡献，固定成本不变，单位边际贡献不变，盈亏平衡点销售量不

变，选项 D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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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亏平衡点销售额=盈亏平衡点销售量×单价，盈亏平衡点销售量不变，单价变小，盈亏平衡点销售额变

小，选项 C 错误。 

（二）本量利关系图 

1.传统式本量利关系图 

 

2.边际贡献式量本利分析图 

 

优点：可以表示边际贡献的数值 

3.利量式本量利关系图 

 

（三）安全边际分析 

安全边际 
1.安全边际量=实际销售量或预期销售量-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量 

2.安全边际额=实际销售额或预期销售额-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安全边际量×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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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边际率=
安全边际量

实际销售量或预期销售量
=

安全边际额

实际销售额或预期销售额
 

保本作业率

与安全边际

率的关系 

1.盈亏平衡作业率+安全边际率=1 

2.利润=安全边际量×单位边际贡献=安全边际额×边际贡献率 

3.销售利润率=安全边际率×边际贡献率 

 

【提示 1】—般来讲，安全边际体现了企业在营运中的风险程度大小。安全边际或安全边际率越大，企业

发生亏损的可能性越小，抵御营运风险的能力越强，盈利能力越大；反之则相反。 

【提示 2】通常采用安全边际率这一指标来评价企业经营是否安全。下表为安全边际率与评价企业经营安

全程度的一般性标准，该标准可以作为企业评价经营安全与否的参考。 

企业经营安全程度评价标准 

安全边际率 40%以上 30%-40% 20%-30% 10%-20% 10%以下 

经营安全程度 很安全 安全 较安全 值得注意 危险 

 

【提示 3】要提高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水平主要有两种途径：—是扩大现有销售水平，提高安全边际率；二

是降低变动成本水平，提高边际贡献率。 

【例题-2019 单选题】某企业生产销售 A 产品，且产销平衡。其销售单价为 25 元/件，单位变动成本为 18

元/件，固定成本为 2 520 万元。若 A 产品的正常销售量为 600 万件，则安全边际率为（    ）。 

A.30% 

B.50% 

C.60% 

D.40% 

【答案】D 

【解析】保本销售量=2 520/（25-18）=360（万件），安全边际量=600-360=240（万件），安全边际率

=240/600×100%=40%。 

【例题-2021 单选题】某公司产销一种产品，变动成本率为 60%，盈亏平衡点作业率为 70%，则销售利润

率为（    ）。 

A.28% 

B.12% 

C.18% 

D.42% 

【答案】B 

【解析】销售利润率=安全边际率×边际贡献率=（1-盈亏平衡作业率）×（1-变动成本率）=（1-70%）×

（1-60%）=12% 

【例题-2022 单选题】根据本量利分析原理，若其他因素不变，下列措施中，能够提高安全边际且不会降

低保本点的是（    ）。 

A.提高销售单价 

B.降低固定成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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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增加销售量 

D.提高单位变动成本 

【答案】C 

【解析】保本点销售量=固定成本总额/（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安全边际量=销售量-保本点销售量。提

高单价、降低固定成本会降低保本点销售量，选项 A、B 错误，提高单位变动成本会提高保本点销售量，降低

安全边际，选项 D 错误。 

【考点】多种产品本量利分析（★★） 

（一）加权平均法 

含义 
指在掌握每种单一产品的边际贡献率的基础上，按各种产品销售额的比重进行加权平均，据以计

算综合边际贡献率，从而确定多产品组合的盈亏平衡点 

计算公式 

1.综合边际贡献率=
∑各种产品边际贡献

∑各种产品销售额
=Σ（某种产品的销售额比重×该种产品的边际贡献率） 

2.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
固定成本总额

综合边际贡献率
=

固定成本总额

1−综合变动成本率
 

 

【公式 1 推导】（了解） 

设有 n 种产品，以 CM 表示边际贡献，S 表示销售收入，则： 

综合边际贡献率＝CM/S＝(CM1＋CM2＋…＋CMn)/(S1＋S2＋…＋Sn)＝CM1/S＋CM2/S＋…＋CMn/S 

＝CM1/S1×S1/S＋CM2/S2×S2/S＋…＋CMn/Sn×Sn/S 

＝∑   （某种产品的销售额比重×该种产品的边际贡献率）〗 

【例题】某公司生产销售 A、B、C 三种产品，销售单价分别为 20 元、30 元、40 元；预计销售量分别为

30 000 件、20 000 件、10 000 件；预计各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 12 元、24 元、28 元；预计固定成本总

额为 180 000 元。 

要求：按加权平均法进行多种产品的量本利分析，计算综合边际贡献率；盈亏平衡点销售额；各产品盈亏

平衡点的销售额、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 

【答案】数据资料表 

项目 
销售量

（件） 

单价

（元） 

单位变动成

（元） 
销售收入（元） 

各产品的

销售比重 

边际贡献

（元） 

边际贡

献率 

A 产品 30 000 20 12 600 000 37.5% 240 000 40% 

B 产品 20 000 30 24 600 000 37.5% 120 000 20% 

C 产品 10 000 40 28 400 000 25% 120 000 30% 

合计    1 600 000 100% 480 000 30% 

 

（1）综合边际贡献率=(480 000)/(1 600 000)=30% 

或：=37.5%×40%+37.5%×20%+25%×30%=30% 

（2）盈亏平衡点销售额=(180 000)/(30%)=600 000（元） 

（3）A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600 000×37.5%=225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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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600 000×37.5%=225 000（元） 

C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600 000×25%=150 000（元） 

（4）A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225 000/20=11 250（件） 

B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225 000/30=7 500（件） 

C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150 000/40=3 750（件） 

【例题-2017 多选题】如果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盈亏平衡点，下列各项中，将会影响盈亏平衡点大小的有

（    ）。 

A.固定成本总额 

B.销售结构 

C.单价 

D.单位变动成本 

【答案】ABCD 

【解析】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固定成本总额/综合边际贡献率。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多种产品盈亏平衡点

的销售额的关键，是根据各种产品的销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销售数量计算出一个综合边际贡献率，然后根

据固定成本总额和综合边际贡献率计算出盈亏平衡点销售额。所以选项 A、B、C、D 正确。 

（二）联合单位法 

含义 
是指在事先确定各种产品间产销实物量比例的基础上，将各种产品产销实物量的最小比例作为

一个联合单位，确定每一联合单位的单价、单位变动成本，进行本量利分析的一种分析方法 

计算公式 

1.联合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固定成本总额/（联合单价-联合单位变动成本） 

其中： 

（1）联合单价=一个联合单位的全部收入 

（2）联合单位变动成本=—个联合单位的全部变动成本 

2.某产品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联合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一个联合单位中包含的该产品的数量 

 

【例题】某公司生产销售 A、B、C 三种产品，销售单价分别为 20 元、30 元、40 元；预计销售量分别为

30 000 件、20 000 件、10 000 件；预计各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 12 元、24 元、28 元；预计固定成本总

额为 180 000 元。 

要求：按联合单位法进行多种产品的本量利分析。 

【解析】 

产品销量比=A：B：C=30 000：20 000：10 000=3：2：1 

联合单价=20×3+30×2+40×1=160（元） 

联合单位变动成本=12×3+24×2+28×1=112（元） 

联合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180 000/（160-112）=3 750（联合单位） 

各种产品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计算： 

A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3 750×3=11 250（件） 

B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3 750×2=7 500（件） 

C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3 750×1=3 75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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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产品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计算： 

A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11 250×20=225 000（元） 

B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7 500×30=225 000（元） 

C 产品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3 750×40=150 000（元） 

（三）分算法 

含义 

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全部固定成本按一定标准在各种产品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确定每

种产品应补偿的固定成本数额，然后再对每一种产品按单一品种条件下的情况分别进行本量

利分析的方法 

【提示】 

1.在分配固定成本时，对于专属于某种产品的固定成本应直接计入该产品的固定成本 

2.对于应由多种产品共同负担的公共性固定成本，则应选择适当的分配标准在各产品之

间进行分配，按照各种产品的边际贡献比重分配固定成本的方法最为常见 

计算公式 
1.固定成本分配率=固定成本总额/各产品的分配标准合计 

2.某产品应分配的固定成本数额=分配率×某产品的分配标准 

 

【例题】某公司生产销售 A、B、C 三种产品，销售单价分别为 20 元、30 元、40 元；预计销售量分别为

30 000 件、20 000 件、10 000 件；预计各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 12 元、24 元、28 元；预计固定成本总

额为 180 000 元。 

要求：按分算法进行多种产品的本量利分析，假设固定成本按照各种产品的边际贡献比重分配。 

【答案】 

固定成本分配率=180 000/480 000=0.375 

分配给 A 产品的固定成本=240 000×0.375=90 000（元） 

分配给 B 产品的固定成本=120 000×0.375=45 000（元） 

分配给 C 产品的固定成本=120 000×0.375=45 000（元） 

A 产品的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90 000/（20-12）=11 250（件） 

A 产品的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11 250×20=225 000（元） 

B 产品的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45 000/（30-24）=7 500（件） 

B 产品的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7 500×30=225 000（元） 

C 产品的盈亏平衡点的业务量=45 000/（40-28）=3 750（件） 

C 产品的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3 750×40=150 000（元） 

（四）主要产品法 

指在企业产品品种较多的情况下，如果存在一种产品是主要产品，它提供的边际贡献占企业边际贡献总额

的比重较大，则可以按该主要品种的有关的资料进行本量利分析，与单一品种的本量利分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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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目标利润分析（★★） 

（一）目标利润分析基本原理 

1.单一产品目标利润分析 

根据：目标利润（息税前利润）=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得： 

（1）实现目标利润销售量=(固定成本+目标利润)/单位边际贡献 

（2）实现目标利润销售额=(固定成本+目标利润)/边际贡献率 

或：实现目标利润销售额=实现目标利润销售量×单价 

【例题-2022 单选题】某产品单价为 60 元，单位变动成本为 20 元，固定成本总额为 50 000 元，假设目

标利润为 10 000 元，则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量为（    ）。 

A.1 250 件 

B.2 000 件 

C.3 000 件 

D.1 500 件 

【答案】D 

【解析】假设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量为 X 件，则：X×（60-20）-50 000=10 000，X=（10 000+50 000）/

（60-20），解得：X=1 500（件）。 

2.产品组合的目标利润分析 

（1）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额=（综合目标利润+固定成本）/综合边际贡献率 

（2）实现目标利润率的销售额=固定成本/（综合边际贡献率–综合目标利润率） 

【公式 2 推导】（了解） 

由：销售收入×综合目标利润率（目标利润）=销售收入×综合边际贡献率–固定成本 

得：实现目标利润率的销售额=固定成本/（综合边际贡献率–综合目标利润率） 

3.目标利润为税后利润 

上述公式中的目标利润一般是指息税前利润，如果企业预测的目标利润是税后利润，应先换算为息税前利

润，再套用上述公式。 

税后利润=（息税前利润-利息）×（1-所得税税率） 

（1）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量=(固定成本+税后目标利润/(1-所得税税率)+利息)/单位边际贡献 

（2）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额=(固定成本+税后目标利润/(1-所得税税率)+利息)/边际贡献率 

（二）实现目标利润的措施 

通常情况下企业要实现目标利润，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销售数量或销售价格应当提高，而固定成本或单位

变动成本则应下降。 

实现目标利润的措施就是计算各因素应提高或下降的数量。 

【例题-2017 年综合题节选】丁公司是一家处于初创阶段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2016 年开始生产和销售 P 产品，售价为 0.9 万元/件，全年生产 20 000 件，产销平衡。丁公司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资料四：公司 2016 年营业成本中固定成本为 4 000 万元。变动成本为 7 000 万元，期间费用中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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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000 万元，变动成本为 1 000 万元。利息费用为 1 000 万元，假设 2017 年成本性态不变。 

资料五：公司 2017 年目标净利润为 2 640 万元，预计利息费用为 1 200 万元。 

要求： 

（3）根据资料一、资料四和资料五，计算 2017 年的下列指标：①单位变动成本；②盈亏平衡点销售量；

③实现目标净利润的销售量；④实现目标净利润时的安全边际量。 

【答案】 

①单位变动成本=（7 000+1000）/20 000=0.4（万元/件） 

②盈亏平衡点销售量=（4 000+2 000）/（0.9-0.4）=12 000（件） 

③目标利润=2 640/（1-25%）+1 200=4 720（万元） 

实现目标净利润的销售量=[4 720+4 000+2 000]/（0.9-0.4）=21 440（件） 

④实现目标净利润时的安全边际量=21 440-12 000=9 440（件） 

【考点】利润敏感性分析（★） 

（一）各因素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计算公式 敏感系数=利润变动百分比/因素变动百分比 

说明 
按绝对值大小判断敏感性。敏感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1 为敏感因素，绝对值小于 1 为非敏感因

素 

 

【例题】某企业生产和销售单一产品，计划年度内有关数据预测如下：销售量 100 000 件，单价 30 元，

单位变动成本为 20 元，固定成本为 200 000 元。假设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均分别增长了

10%，要求计算各因素的敏感系数。 

【解析】 

预计的目标利润=（30-20）×100 000-200 000=800 000（元） 

（1）销售量的敏感程度 

销售量=100 000×（1+10%）=110 000（件） 

利润=（30-20）×110 000-200 000=900 000（元） 

利润变动百分比=（900 000-800 000）/800 000=12.5% 

销售量的敏感系数=12.5%/10%=1.25 

【提示】对销售量进行敏感分析，实质上就是分析经营杠杆现象，利润对销售量的敏感系数其实就是经营

杠杆系数。 

（2）销售单价的敏感程度 

单价=30×（1+10%）=33（元） 

利润=（33-20）×100 000-200 000=1 100 000（元） 

利润变化的百分比=（1 100 000-800 000）/800 000=37.5% 

单价的敏感系数=37.5%/10%=3.75 

（3）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程度 

单位变动成本=20×（1+10%）=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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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30-22）×100 000-200 000=600 000（元） 

利润变化百分比=（600 000-800 000）/800 000=-25% 

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25%/10%=-2.5 

（4）固定成本的敏感程度 

固定成本=200 000×（1+10%）=220 000（元） 

利润=（30-20）×100 000-220 000=780 000（元） 

利润变化的百分比=（780 000-800 000）/800 000=-2.5% 

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2.5%/10%=-0.25 

由上例可以看出，将四个因素按敏感系数的绝对值排列，其顺序依次是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固

定成本。 

【提示】上述各因素敏感系数的排序是在例题所设定的条件下得到的，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各因素敏感系

数的排序也可发生变化。 

【例题-2019 单选题】某公司生产和销售单一产品，预计计划年度销售量为 10 000 件，单价为 300 元，

单位变动成本为 200 元，固定成本为 200 000 元。假设销售单价增长了 10%，则销售单价的敏感系数（即息税

前利润变化百分比相当于单价百分比的倍数）为（    ）。 

A.0.1 

B.3.75 

C.1 

D.3 

【答案】B 

【解析】单价上涨前的息税前利润=10 000×（300-200）-200 000=800 000（元），上涨后的单价=300×

（1+10%）=330（元），单价上涨后的息税前利润=10 000×（330-200）-200 000=1 100 000（元），息税前

利润变化百分比=（1 100 000-800 000）/800 000=37.5%，销售单价的敏感系数=37.5%/10%=3.75。 

（二）目标利润要求变化时允许各因素的升降幅度 

对各因素允许升降幅度的分析，实质上是各因素对利润影响程度分析的反向推算，在计算上表现为敏感系

数的倒数。 

【例题-单选题】已知利润对单价的敏感系数为 2，为了确保下年度企业不亏损，单价下降的最大幅度为

（    ）。 

A.50% 

B.100% 

C.25% 

D.40% 

【答案】A 

【解析】利润变动率/单价变动率=2，为确保企业不亏损，利润最低为 0，利润变动率=-100%，则单价变

动率=-1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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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本量利分析在经营决策中的应用（★★） 

（一）产品生产和定价策略 

任何一个企业为了预测利润，从而把目标利润确定下来，首先要预测盈亏平衡点，超过盈亏平衡点再扩大

销售量或增加销售额才谈得上利润，盈亏平衡分析在产品生产和定价策略中经常用到，例如计算盈亏平衡点业

务量或者可接受最低售价等。 

【例题】某企业生产 A 产品，每月固定成本为 150 000 元，销售单价为 300 元，变动成本为 60 元，假设

每月正常销售量为 700 件， 

要求： 

（1）若计划销售 800 件，计算预期的利润； 

（2）计算该企业目前的单位边际贡献和盈亏平衡点销售量； 

（3）计算目前的安全边际额； 

（4）其他条件不变下，计算目标利润为 50 000 元时的固定成本； 

（5）计算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 

（6）如果计划目标税前利润达到 200 000 元且销售量达到 1 000 件，计算可接受的最低售价。 

【答案】 

（1）预期利润=800×（300-60）-150 000=42 000（元） 

（2）单位边际货献=300-60=240（元） 

盈亏平衡点销售量=150 000/240=625（件） 

（3）安全边际量=700-625=75（件） 

安全边际额=75×300=22 500（元） 

（4）目标利润下的固定成本=700×（300-60）-50 000=118 000（元） 

（5）正常的利润=700×（300-60）-150 000=18 000（元） 

设单位变动成本增长 10%时， 

利润=700×（300-60×1.1）-150 000=13 800（元） 

利润变动百分比=（13 800-18 000）/18 000=-23.33% 

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23.33%/10%=-2.33  

（6）可接受的最低售价=（200 000+150 000）/1 000+60=410（元） 

（二）生产工艺设备的选择 

企业进行营运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企业管理者的各种经营决策也应围绕着这个目标，在分析时应

考虑哪个方案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边际贡献，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发生的固定成本，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

利润。 

【例题 1】某公司在原有生产线使用年限到期之后，面临着更换生产线的选择。可以选择购买与原来一样

的生产线，也可以购买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原有生产线的价格为 150 000 元，而新的生产线的价格

为 300 000 元，两种生产线的使用年限均为 5 年，无残值。两种生产线生产出来的产品型号、质量相同，市场

售价 50 元/件。有关数据如表 8-5 所示。分析过程如下表所示。 

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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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原来生产线 新生产线 

直接材料 15 15 

直接人工 12 10 

变动制造费用 10 10 

固定制造费用（假设只包括折旧） 30 000 60 000 

年销售费用 
固定部分 10 000 

变动部分 5 

年管理费用（假设全部为固定费用） 10 000 

 

【解析】 

计算分析过程 

项目 原来生产线 新生产线 

单位产品售价 50 50 

单位变动成本 15+12+10+5=42 15+10+10+5=40 

单位边际贡献 8 10 

年固定成本 30 000+10 000+10 000=50 000 60 000+10 000+10 000=80 000 

保本点 6 250 8 000 

 

假设年产销量为 X，则两种生产方式下的年利润分别为： 

原来生产线利润=8X-50 000 

新生产线利润=10X-80 000 

由 8X-50 000=10X-80 000，得到 X=15 000（件） 

当年产销量为 15 000 件时，使用两种生产线的年利润相等； 

当年产销量低于 15 000 件时，采用原来的生产线所获得利润较多； 

当年产销量高于 15 000 件时，采用新的生产线所获得的利润较多。 

（三）新产品投产的选择 

【例题 2】沿用【例题 1】的资料，假设该公司通过对产销量的估计决定采用新的生产线。并对原有产品

进行了研发，开发出新产品 A 和新产品 B。原有产品的产销量为 20 000 件。企业面临投产决策，有以下三种

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投产新产品 A，A 产品将达到 9 000 件的产销量，并使原有产品的产销量减少 20%； 

方案二：投产新产品 B，B 产品将达到 4 000 件的产销量，并使原有产品的产销量减少 15%； 

方案三：A、B 两种新产品一起投产，由于相互之间的影响，产销量将分别为 10 000 件和 2 000 件，并使

原有产品的产销量减少 50%。 

另外，投产新产品 B 还需要增加额外的辅助生产设备，这将导致每年的固定成本增加 10 000 元。其他相

关资料如下表所示。 

企业成本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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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原有产品 新产品 A 新产品 B 

年销售量（件） 20 000 9 000 4 000 

售价（元） 50 60 75 

单位产品变动成本（元） 40 45 50 

单位边际贡献（元） 10 15 25 

年固定成本（元） 80 000 - 10 000 

 

【解析】 

计算分析过程 

项目 投产新产品 A 投产新产品 B 
投产新产品 A 和 B（视为联合单位，A

和 B 的比为 5：1） 

年销售量（件） 9 000 4 000 2 000 

单位边际贡献（元） 15 25 100 

边际贡献总额（元） 135 000 100 000 200 000 

 

【解析】 

计算分析过程 

项目 投产新产品 A 投产新产品 B 
投产新产品 A 和 B（视为联合单

位，A 和 B 的比为 5：1） 

原有产品减产损失

（元） 

20 000×10×20% 

=40 000 

20000×10×15% 

=30 000 

20 000×10×50% 

=100 000 

增加的固定成本

（元） 
0 10 000 10 000 

投产新产品增加的息

税前利润 
95 000 60 000 90 000 

 

第三节 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 

【考点】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的相关概念（★） 

（一）标准成本及其分类 

含

义 
指在正常的生产技术和有效的经营管理条件下，企业经过努力应达到的产品成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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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1.理想标准成本 

是一种理论标准，是指在现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优成本水平，即在生产过程无浪费、机器无故障、

人员无闲置、产品无废品的假设条件下制定的成本标准 

2.正常标准成本 

指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成本标准，这一标准考虑了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

故障和偏差等 

【提示】 

通常来说，理想标准成本小于正常标准成本。由于理想标准成本要求异常严格，一般很难达到，而正

常标准成本具有客观性、现实性、激励性等特点，所以，正常标准成本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例题 1-判断题】理想标准成本考虑了生产过程中不能避免的损失、故障和偏差，属于企业经过努力可

以达到的成本标准。（   ） 

【答案】× 

【解析】正常标准成本考虑了生产过程中不能避免的损失、故障和偏差，属于企业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成

本标准。 

（二）标准成本法含义及其主要目标 

含义 
指企业以预先制定的标准成本为基础，通过比较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核算和分析成本差异、揭示

成本差异动因、实施成本控制、评价成本管理业绩的一种成本管理方法 

主要目

标 

通过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较，揭示与分析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异，并按照例外管理

的原则，对不利差异予以纠正，以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改善产品成本 

 

（三）标准成本法的优缺点 

优点 

1.能够及时反馈各成本项目不同性质的差异，有利于考核相关部门及人员的业绩 

2.标准成本的制定及其差异和动因的信息可以使企业预算编制更为科学和可行，有助于企业的经

营决策 

缺点 

1.要求企业产品的成本标准比较准确、稳定，在使用条件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对标准管理要求较高，系统维护成本较高 

3.标准成本需要根据市场价格波动频繁更新，导致成本差异可能缺乏可靠性，降低成本控制效果 

 

【考点】标准成本的制定（★★） 

产品标准成本通常由直接材料标准成本、直接人工标准成本和制造费用标准成本构成。每一成本项目的标

准成本应分为用量标准（包括单位产品消耗量、单位产品人工小时等）和价格标准（包括原材料单价、小时工

资率、小时制造费用分配率等）。 

产品的标准成本=直接材料标准成本+直接人工标准成本+制造费用标准成本=∑（用量标准×价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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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 用量标准 价格标准 

直接材料 单位产品的材料标准用量 材料的标准单价 

直接人工 单位产品的标准工时 小时标准工资率 

制造费用 单位产品的标准工时或机器工时 小时标准制造费用分配率 

 

【例题 1】假定某企业 A 产品耗用甲、乙、丙三种直接材料，其直接材料标准成本的计算如下表所示。 

                                     A 产品直接材料标准成本 

项目 
标准 

甲材料 乙材料 丙材料 

标准单价① 45 元／千克 15 元/千克 30 元/千克 

标准用量② 3 千克/件 6 千克/件 9 千克/件 

标准成本③=②×① 135 元／件 90 元／件 270 元/件 

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标准成本④=∑③ 495 元 

 

【例题 2】沿用【例题 1】中的资料，A 产品直接人工标准成本的计算如下表所示。 

                                       A 产品直接人工标准成本 

项目 标准 

月标准总工时① 15 600 小时 

月标准总工资② 468 000 元 

标准工资率③=②÷① 30 元/小时 

单位产品工时用量标准④ 1.5 小时/件 

直接人工标准成本⑤=④×③ 45 元/件 

 

【例题 3】沿用【例题 1】中的资料，A 产品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计算如下表所示。 

                                    A 产品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项目 标准 

工时 
月标准总工时① 15 600 小时 

单位产品工时标准② 1.5 小时/件 

变动制造费用 

标准变动制造费用总额③ 56 160 元 

标准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④=③÷① 3.6 元/小时 

变动制造费用标准成本⑤=②×④ 5.4 元/件 

固定制造费用 

标准固定制造费用总额⑥ 187 200 元 

标准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⑦=⑥÷① 12 元/小时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⑧=②×⑦ 18 元/件 



学员专用 请勿外泄 

 
第 19 页 共 38 页 环球网校学员专用 课程咨询： 

单位产品制造费用标准成本⑨=⑤+⑧ 23.4 元 

 

【考点】成本差异的计算及分析（★★★） 

（一）总差异的计算分析 

计算公

式 

总差异=实际产量下实际成本-实际产量下标准成本 

     =实际用量×实际价格-实际产量下标准用量×标准价格 

     =（实际用量-实际产量下标准用量）×标准价格+实际用量×（实际价格-标准价格） 

     =用量差异+价格差异 

说明 
1.当实际成本大于标准成本时，形成超支差异 

2.当实际成本小于标准成本时，形成节约差异 

 

（二）变动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 

1.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 

直接材料成本差异 

=实际成本-标准成本 

=实际用量×实际单价-实际产量下标准用量×标准单价 

=直接材料数量差异+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其中： 

(1)直接材料数量差异=(实际用量-实际产量下标准用量)×标准单价 

=（Q 实际-Q 标准）×P 标准 

(2)直接材料价格差异=实际用量×实际单价-标准单价） 

=Q 实际×（P 实际-P 标准） 

【例题 4】沿用【例题 1】中的资料，A 产品甲材料的标准价格为 45 元／千克，用量标准为 3 千克/件。

假定企业本月投产 A 产品 8 000 件，领用甲材料 32 000千克，其实际价格为 40 元/千克。 

要求：计算直接材料成本差异。 

【答案】 

直接材料成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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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000×40-8 000×3×45=200 000（元）（超支） 

其中： 

直接材料数量差异 

=（32 000-8 000×3）×45=360 000（元）（超支）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40-45）×32 000=-160 000（元）（节约） 

2.直接人工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 

直接人工成本差异 

=实际成本-标准成本 

=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直接人工效率差异 

其中： 

（1）直接人工效率差异=（实际工时-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Q 实际-Q 标准）×P 标准 

（2）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标准工资率）=Q 实际×（P 实际-P 标准） 

【例题 5】沿用【例题 2】中的资料，A 产品标准工资率为 30 元／小时，工时标准为 1.5 小时／件，工资

标准为 45 元／件。假定企业本月实际生产 A 产品 8 000 件，用工 10 000 小时.实际应付直接人工工资 350 

000 元。 

要求：计算直接人工成本差异。 

【答案】 

直接人工成本差异=350 000-8 000×45=-10 000（元）（节约） 

其中：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10 000-8 000×1.5）×30=-60 000（元）（节约）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350 000/10 000-30）×10 000=50 000（元）（超支） 

【例题-多选题】在标准成本法下，关于直接人工成本及其差异的计算，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 

A.直接人工标准成本=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B.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标准工时×（实际工资率-标准工资率） 

C.直接人工效率差异=（实际工时-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 

D.直接人工实际成本=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 

【答案】CD 

【解析】直接人工标准成本=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选项 A 错误；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实际

工时×（实际工资率-标准工资率），选项 B 错误。 

3.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 

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 

=实际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变动制造费用 

=实际工时×变动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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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实际工时-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Q 实际-Q 标准）×P 标准 

（2）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实际工时×（变动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Q 实际×（P 实际-P 标准） 

【例题 6】沿用【例题 3】中的资料，A 产品标准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为 3.6 元／小时，工时标准为 1.5

小时／件。假定企业本月实际生产 A 产品 8 000 件，用工 10 000 小时，实际发生变动制造费用 40 000 元。 

要求：计算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 

【答案】 

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40 000-8 000×1.5×3.6=-3 200（元）（节约） 

其中：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10 000-8 000×1.5）×3.6=-7 200（元）（节约）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40 000/10 000-3.6）×10 000=4 000（元）（超支） 

【例题-单选题】某产品标准工时为 2 小时/件，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为 3 元/小时。如果实际产量 3 

000 件，实际工时 6 300 小时，实际变动制造费用 20 160 元，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为（    ）元。 

A.2 160 

B.1 260 

C.900 

D.630 

【答案】C 

【解析】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实际工时-标准工时）×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6 300-3 000×

2）×3=900（元） 

【例题-判断题】在标准成本法下，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指的是实际变动制造费用与预算产量下的标准

变动制造费用之间的差额。（    ） 

【答案】× 

【解析】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实际变动制造费用-实际产量下标准变动制造费用。 

  

（三）变动成本差异责任归属的分析 

1.直接材料成本差异原因分析 

项目 原因 责任归属 

价格差异 
市场价格、供货厂商、运输方式、采购批量等的

变动 
采购部门 

数量差异 
产品设计结构、原料质量、工人的技术熟练程

度、废品率的商低等 

生产部门，但也不是绝对的 

（如采购材料质量差导致材料数量差异是

采购部门责任） 

 

2.直接人工成本差异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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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原因 责任归属 

工资率差异 工资制度的变动、工人的升降级、加班或临时工的增减等都 劳动人事部门 

效率差异 工人技术状况、工作环境和设备条件的好坏 生产部门 

 

3.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原因分析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的形成原因与直接人工效率差异的形成原因基本相同。 

【总结】 

项目 

用量差异 价格差异 

直接材料数

量差异 

直接人工效

率差异 

变动制造费用

效率差异 

变动制造费用

耗费差异 

直接材料 

价格差异 

直接人工 

工资率差异 

主要责

任部门 

主要是生产部门的责任 

【提示】但也不是绝对的（如采购材料质量差导致材料数量差

异是采购部门责任） 

采购部门 
劳动人事 

部门 

 

【例题-判断题】在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中，产品成本所出现的不利或有利差异均应由生产部门负责。

（    ） 

【答案】× 

【解析】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一般由人事部门负责，直接材料价格差异，一般由采购部门负责。 

【例题-单选题】在标准成本法下，下列各项中，不属于直接材料用量差异形成原因的是（    ）。 

A.产品废品率的高低 

B.直接材料运输方式的不同 

C.产品设计结构的变化 

D.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 

【答案】B 

【解析】直接材料的耗用量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产品设计结构、原料质量、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废

品率的高低等。直接材料运输方式的不同影响材料价格，是直接材料价格差异形成的原因之一，不属于直接材

料用量差异形成原因。 

（四）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 

固定制造费用项目成本差异 

=固定制造费用项目实际成本-固定制造费用项目标准成本（预算） 

=实际工时×实际分配率-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二差异分析

法 

1.耗费差异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预算产量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工时×预算产量×标准分配率 

2.能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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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产量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实际产量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 

=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三差异分析

法 

1.耗费差异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预算产量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2.产量差异=（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标准分配率 

3.效率差异=（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提示】记忆方法： 

1.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2.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3.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标准分配率 

4.实际产量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则： 

1-2=耗费差异 

2-4=能量差异 

2-3=产量差异 

3-4=效率差异 

【例题 7】沿用【例题 3】中的资料，A 产品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为 12 元/小时，工时标准为 1.5 小

时/件。假定企业 A 产品预算产量为 10 400 件，实际生产 A 产品 8 000 件，用工 10 000 小时。实际发生固定

制造费用 190 000 元。其固定制造费用的成本差异计算如下： 

【解析】 

固定制造费用的成本差异=190 000-8 000×1.5×12=46 000（元）（超支） 

其中： 

耗费差异=190 000-10 400×1.5×12=28 00（元）（超支） 

能量差异=（10 400×1.5-8 000×1.5）×12=43 200（元）（超支） 

【例题 8】沿用【例题 7】中的资料，计算其固定制造费用的成本差异。 

【解析】 

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190 000-8 000×1.5×12=46 000（元）（超支） 

其中： 

耗费差异=190 000-10 400×1.5×12=2 800（元）（超支） 

产量差异=（1.5×10 400-10 000）×12=67 200（元）（超支） 

效率差异=（10 000-8 000×1.5）×12=-24 000（元）（节约） 

【例题-单选题】某产品的预算产量为 10 000 件，实际产量为 9 000 件，实际发生固定制造费用 180 000

元，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为 8 元/小时，工时标准为 1.5 小时/件，则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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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超支 72 000 元 

B.节约 60 000 元 

C.超支 60 000 元 

D.节约 72 000 元 

【答案】A 

【解析】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180 000-9 000×8×1.5=72 000（超支）。 

第四节 作业成本与责任成本 

【考点】作业成本（★★） 

（一）作业成本法的相关概念 

作业成本法以“作业消耗资源、产出消耗作业”为原则，按照资源动因将资源费用追溯或分配至各项作

业，计算出作业成本，然后再根据作业动因，将作业成本追溯或分配至各成本对象，最终完成成本计算的过

程。 

概念 内容 

资源费

用 

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间内开展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资源耗费，也就是计入产品成本的各种费用 

资源费用既包括各种房屋及建筑物、设备、材料、商品等各种有形资源的耗费，也包括信息、知

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各种无形资源的耗费，还包括人力资源耗费以及其他各种税费支出等 

 

概念 内容 

作业 

是指企业基于特定目的重复执行的任务或活动，是连接资源和成本对象的桥梁。一项作业既可以

是一项非常具体的任务或活动，也可以泛指一类任务或活动 

按消耗对象不同，作业可分为主要作业和次要作业： 

1.主要作业是指被产品、服务或顾客等最终成本对象消耗的作业 

2.次要作业是被原材料、主要作业等介于中间地位的成本对象消耗的作业 

 

概念 内容 

成本对

象 
指企业追溯或分配资源费用、计算成本的对象物，是成本的承担者，是可分配费用的对象 

成本动

因 

也称成本驱动因素，是指诱导成本发生的原因，是成本对象与其直接关联的作业和最终关联的资

源之间的中介 

按其在资源流动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可分为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 

1.资源动因：是引起作业成本变动的驱动因素，被用来计量各项作业对资源的耗用，根据资源动

因可以将资源成本分配给各有关作业 

2.作业动因：是引起产品成本变动的驱动因素，作业动因计量各种产品对作业耗用的情况，并被

用来作为作业成本的分配基础，是沟通资源消耗与最终产出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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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内容 

作业中

心 

又称成本库，是指构成一个业务过程的相互联系的作业集合，用来汇集业务过程及其产出的成

本。换言之，按照统一的作业动因，将各种资源耗费项目归结在一起，便形成了作业中心 

 

【提示】 

 

【例题-判断题】在作业成本法下，成本动因是导致成本发生的诱因，是成本分配的依据。（    ） 

【答案】√ 

【解析】成本动因亦称成本驱动因素，是指诱导成本发生的原因，是成本对象与其直接关联的作业和最终

关联的资源之间的中介。成本动因又可分为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根据资源动因可以将资源成本分配给各有关

作业，作业动因计量各种产品对作业耗用的情况，并被用来作为作业成本的分配基础，是沟通资源消耗与最终

产出的中介。 

（二）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目标 

（三）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程序 

1.资源识别及资源费用的确认与计量 

资源识别及资源费用的确认与计量，是指识别出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资源，遵循相关会计制度的规

定，合理选择会计政策，确认和计量全部资源费用，编制资源费用清单，为资源费用的追溯或分配奠定基础。 

2.成本对象选择 

在作业成本法下，企业应将当期所有的资源费用，遵循因果关系和受益原则，根据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

分项目经由作业追溯或分配至相关的成本对象，确定成本对象的成本。 

 3.作业认定 

作业认定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企业每项消耗资源的作业进行识别、定义和划分，确定每项作业在生产经营活

动中的作用、同其他作业的区别以及每项作业与耗用资源之间的关系。 

 4.作业中心设计 

是指企业将认定的所有作业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形成不同的作业中心，作为资源费用的追溯或分配

的对象的过程。 

按照受益对象、层次和重要性，将作业分为五类，并分别设计相应的作业中心。 

产量级作业 

（1）含义：是指明确地为个别产品(或服务)实施的、使单个产品(或服务)受益的作业 

（2）特点：该类作业的数量与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呈正比例变动 

（3）举例：产品加工、检验等 

批别级作业 

（1）含义：指为一组(或一批)产品(或服务)实施的、使该批该组产品(或服务)受益的作业 

（2）特点：其数量与产品(或服务)的批量数呈正比例变动 

（3）举例：设备调试、生产准备等 

 



学员专用 请勿外泄 

 
第 26 页 共 38 页 环球网校学员专用 课程咨询： 

品种级作业 

（1）含义：是指为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或服务)实施的、使该种产品(或服务)的每个单位都受

益的作业 

（2）特点：其数量与品种的多少呈正比例变动 

（3）举例：新产品设计、现有产品质量与功能改进、生产流程监控、工艺变换需要的流程设计、

产品广告等 

顾客级作业 

（1）含义：是指为服务特定客户所实施的作业 

（2）特点：作业本身与产品(或服务)数量独立 

（3）举例：向个别客户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咨询活动、独特包装等 

 

设 施 级 作

业 

（1）含义：是指为提供生产产品(或服务)的基本能力而实施的作业 

（2）特点：是开展业务的基本条件，其使所有产品(或服务)都受益，但与产量或销量无关 

（3）举例：管理作业、针对企业整体的广告活动等 

 

作业中心可以是某一项具体的作业，也可以是若干个相互联系的能够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的作业的集合。 

【例题-多选题】在作业成本法下，下列属于批别级作业的有（   ）。 

A.生产准备 

B.厂房维护 

C.设备调试 

D.新产品设计 

【答案】AC 

【解析】批别级作业，是指为一组（或一批）产品（或服务）实施的、使该组（该批）产品（或服务）受

益的作业。该类作业的发生是由生产的批量数而不是单个产品（或服务）引起的，其数量与产品（或服务）的

批量数呈正比例变动。选项 AC 属于批别级作业，选项 B 属于设施级作业，选项 D 属于品种级作业。 

【例题-判断题】在作业成本法下，一个作业中心只能包括一种作业。（    ） 

【答案】× 

【解析】作业中心可以是某一项具体的作业，也可以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能够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的作业

的集合。 

5.资源动因选择与计量 

资源动因是引起资源耗用的成本动因，它反映了资源耗用与作业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资源动因选择与计量

为将各项资源费用归集到作业中心提供了依据。 

6.作业成本汇集 

含义 
是指企业根据资源耗用与作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所有的资源成本直接追溯或按资源动因分

配至各作业中心，计算各作业总成本的过程 

遵循原则 

（1）对于为执行某种作业直接消耗的资源，应直接追溯至该作业中心 

（2）对于为执行两种或两种以上作业共同消耗的资源，应按照各种作业中心的资源动因量

比例分配至各作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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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动因选择与计量 

含义 
是引起作业耗用的成本动因，它反映了作业耗用与最终产出的因果关系，是将作业成本分配到

流程、产品、分销渠道、客户等成本对象的依据 

选择原则 

当作业中心仅包含一种作业的情况下，所选择的作业动因应该是引起该作业耗用的成本动因；

当作业中心由若干个作业集合而成的情况下，选择相关性最大的作业动因，即代表性作业动

因，作为作业成本分配的基础 

 

分类 

（1）交易动因 

①含义：是指用执行频率或次数计量的成本动因 

②适用情况：每次执行所需要的资源数量相同或接近 

③举例：包括接受或发出订单数、处理收据数等 

（2）持续时间动因 

①含义：是指用执行时间计量的成本动因 

②适用情况：每次执行所需要的时间存在显著的不同 

③举例：产品安装时间、检查小时等 

（3）强度动因 

①含义：是指不易按照频率、次数或执行时间进行分配而需要直接衡量每次执行所需资源的成本

动因 

②适用情况：作业的执行比较特殊或复杂 

③举例：特别复杂产品的安装、质量检验等 

 

8.作业成本分配 

含义 
是指企业将各作业中心的作业成本按作业动因分配至产品等成本对象，并结合直接追溯的资源费

用，计算出各成本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过程 

 

基本

步骤 

第一步：分配次要作业成本至主要作业，计算主要作业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1）次要作业成本分配率=次要作业总成本/该作业动因总量 

（2）某主要作业分配的次要作业成本=该主要作业耗用的次要作业动因量×该次要作业成本分配率 

（3）主要作业总成本=直接追溯至该作业的资源费用+分配至该主要作业的次要作业成本之和 

（4）主要作业单位成本=主要作业总成本÷该主要作业动因总量 

 

基本步

骤 

第二步：分配主要作业成本至成本对象，计算各成本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1）某成本对象分配的主要作业成本=该成本对象耗用的主要作业成本动因量×主要作业单位成本 

（2）某成本对象总成本=直接追溯至该成本对象的资源费用+分配至该成本对象的主要作业成本之

和 

（3）某成本对象单位成本=该成本对象总成本/该成本对象的产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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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假设该企业主要生产书柜、桌子和椅子，生产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作业成本汇集如下表所示。 

 

 作业成本汇集 

作业中心 消耗的资源费用或次要作业 作业类别 

断料成木板 木材、辅料、人力人工 次要作业 

切割玻璃 玻璃、辅料、人力人工 次要作业 

生产书柜 木板、切割的玻璃，人力人工、辅料 主要作业 

生产桌子 木板、人力人工 主要作业 

生产椅子 木板、人力人工 主要作业 

 

假设该厂商消耗木材总额 100 000 元，发生人工总成本为 250 000 元，假设各个作业平均分摊人工费用，

将原木材断料成为木板以用于生产书柜、桌子和椅子，共获得 2 000 立方米木板，其中 1 000 立方米木板用于

生产书柜、600 立方米木板用于生产桌子、400 立方米木板用于生产椅子，共生产出 500 把椅子（假定本题中

辅料成本忽略不计）。 

以生产椅子为例，作业成本的分配具体如下表所示。 

 作业成本计算分配表 

第一步：次要作业成本分配至 

主要作业成本 

第二步：主要作业成本分配至 

成本对象 

（1）断料作业成本分配率=次要作业总成本/该作业动

因量 

=（100 000+50 000）/2 000=75 

（1）根据第一步可知生产椅子作业单位成本为

160 元 

（2）生产椅子消耗的断料成本=生产椅子耗用的次要作

业动因量×断料作业成本分配率=400×75=30 000

（元） 

（2）椅子消耗的生产椅子作业的成本=160×

500=80 000（元） 

 

第一步：次要作业成本分配至 

主要作业成本 
第二步：主要作业成本分配至成本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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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椅子作业的总成本=生产椅子直接耗用的人

工成本+生产椅子断料成本 

=50 000+30 000=80 000（元） 

（3）椅子总成本为 80 000 元 

（4）生产椅子作业单位成本=80000/500=160（元） （4）椅子单位成本=80000/500=160（元） 

 

9.作业成本信息报告 

作业成本信息报告的目的，是通过设计、编制和报送具有特定内容和格式要求的作业成本报表，向企业内

部各有关部门和人员提供其所需要的作业成本及其他相关信息。 

作业成本报表的内容和格式应根据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确定。 

（四）作业成本法的优缺点 

优点 

1.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各维度成本信息，有助于企业提高产品定价、作业与流程改进、客户服务等

决策的准确性 

2.改善和强化成本控制，促进绩效管理的改进和完善 

3.推进作业基础预算，提高作业、流程、作业链(或价值链)管理的能力 

缺点 
部分作业的识别、划分、合并与认定，成本动因的选择以及成本动因计量方法的选择等均存在较大

的主观性，操作较为复杂，开发和维护费用较高 

 

（五）作业成本管理 

1.作业成本管理的两个维度 

成本分配观 
它说明成本对象引起作业需求，而作业需求又引起资源的需求。因此，成本分配是从资源到

作业，再从作业到成本对象，而这一流程正是作业成本计算的核心 

流程观 
它为企业提供引起作业的原因（成本动因）以及作业完成情况（业绩计量）的信息。流程观

关注的是确认作业成本的根源、评价已经完成的工作和已实现的结果 

 

2.流程价值分析 

流程价值分析关心的是作业的责任，包括成本动因分析、作业分析和业绩考核三个部分。 

（1）成本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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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作业成本管理，必须找出导致作业成本的原因。 

（2）作业分析 

①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按照对顾客价值的贡献，作业可分为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增值

作业 

（1）含义：就是那些顾客认为可以增加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有用性，有必要保留在企业中的作业 

（2）一项作业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才可断定为增值作业： 

①该作业导致了状态的改变 

②该状态的变化不能由其他作业来完成 

③该作业使其他作业得以进行 

非增

值作

业 

是指即便消除也不会影响产品对顾客服务的潜能，不必要的或可消除的作业。如果一项作业不能同

时满足增值作业的三个条件，就可断定其为非增值作业 

例如：检验作业，次品返工作业 

 

【例题-单选题】根据作业成本管理原理，某制造企业的下列作业中，属于增值作业的是（    ）。 

A.产品检验作业 

B.产品运输作业 

C.零件组装作业 

D.次品返工作业 

【答案】C 

【解析】非增值作业，是指即便消除也不会影响产品对顾客服务的潜能，不必要的或可消除的作业。如果

一项作业不能同时满足增值作业的三个条件，就可断定其为非增值作业。例如检验作业，只能说明产品是否符

合标准，而不能改变其形态，不符合第一个条件；次品返工作业是重复作业，在其之前的加工作业本就应提供

符合标准的产品，因此也属于非增值作业；将原材料从集中保管的仓库搬运到生产部门，将某部门生产的零件

搬运到下一个生产部门都是非增值作业。因此，只有选项 C 属于增值作业。 

②区分增值成本和非增值成本 

 

增值成本是指那些以完美效率执行增值作业所发生的成本，或者说，是高效增值作业产生的成本。 

非增值成本是指低效增值作业产生的成本和执行非增值作业发生的成本。 

③成本节约的途径 

在区分了增值成本与非增值成本之后，企业要尽量消除或减少非增值成本，最大化利用增值作业，以减少

不必要的耗费，提升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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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内容 

作业消除 消除非增值作业或不必要的作业，降低非增值成本 

作业选择 对所有能够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作业，选取其中最佳的方案 

作业减少 
以不断改进的方式降低作业消耗的资源或时间 

如减少整备次数，就可以改善整备作业及其成本 

作业共享 

利用规模经济来提高增值作业的效率 

如新产品在设计时，如果考虑到充分利用现有其他产品使用的零件，就可以免除新产品零

件的设计作业，从而降低新产品的生产成本 

 

【例题-单选题】根据作业成本管理原理，下列关于成本节约途径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将外购交货材料地点从厂外临时仓库变更为材料耗用车间属于作业选择 

B.将内部货物运输业务由自营转为外包属于作业选择 

C.新产品在设计时尽量考虑利用现有其他产品使用的原件属于作业共享 

D.不断改进技术降低作业消耗时间属于作业减少 

【答案】A 

【解析】选项 A 属于作业消除，作业消除是指消除非增值作业或不必要的作业，降低非增值成本。如将原

材料从集中保管的仓库搬运到生产部门，将某部门生产的零件搬运到下一个生产部门都是非增值作业。如果条

件许可，将原料供应商的交货方式改变为直接送达原料使用部门，将功能性的工厂布局转变为单元制造式布

局，就可以缩短运输距离，削减甚至消除非增值作业。 

（3）作业业绩考核 

业绩指标，可以是财务指标，也可以是非财务指标，以此来评价是否改善了流程。 

财务指标 
主要集中在增值成本和非增值成本上，可以提供增值与非增值报告，以及作业成本趋势

报告 

非财务指标 主要体现在效率、质量和时间三个方面，如投入产出比、次品率和生产周期等 

 

【考点】责任成本（★★） 

（一）责任成本管理的含义 

责任成本管理，是指将企业内部划分成不同的责任中心，明确责任成本，并根据各责任中心的权、责、利

关系来考核其工作业绩的一种成本管理模式。 

（二）责任中心及其考核 

责任中心一般可以划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三类。 

1.成本中心 

含义 是指有权发生并控制成本的单位。成本中心一般不会产生收入，通常只计量考核发生的成本 

特点 
（1）不考核收入，只考核成本（首要特点） 

（2）只对可控成本负责，不负责不可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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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可控成本是指成本中心可以控制的各种耗费，它应具备三个条件： 

①该成本的发生是成本中心可以预见的 

②该成本是成本中心可以计量的 

③该成本是成本中心可以调节和控制的 

（3）责任成本是成本中心考核和控制的主要内容。成本中心当期发生的所有可控成本之和就是其

责任成本 

 

考核指

标 

（1）预算成本节约额=实际产量预算责任成本-实际责任成本 

其中：实际产量预算责任成本=实际产量×预算单位成本 

（2）预算成本节约率=预算成本节约额/实际产量预算责任成本×100% 

 

【例题-单选题】责任成本管理中，关于成本中心表述错误的是（    ）。 

A.责任成本是成本中心考核和控制的主要内容 

B.成本中心不考核收入，只考核成本 

C.成本中心需对成本中心的全部成本负责 

D.成本中心指有权发生并控制成本的单位 

【答案】C 

【解析】成本中心只对可控成本负责，不负责不可控成本。选项 C 的表述错误。 

【例题-单选题】对于成本中心而言，某项成本成为可控成本的条件不包括（    ）。 

A.该成本是成本中心可以计量的 

B.该成本的发生是成本中心可以预见的 

C.该成本是成本中心可以调节和控制的 

D.该成本是总部向成本中心分摊的 

【答案】D 

【解析】可控成本是指成本中心可以控制的各种耗费，它应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该成本的发生是成本中心可以预见的； 

第二，该成本是成本中心可以计量的； 

第三，该成本是成本中心可以调节和控制的。 

【例题】某企业内部某车间为成本中心，生产甲产品，预算产量 3 500 件，单位成本 150 元，实际产量 4 

000 件，单位成本 145.5 元，计算该成本中心的考核指标。 

【答案】 

预算成本节约额=150×4 000-145.5×4 000=18 000（元） 

预算成本节约率=18 000/（150×4 000）×100%=3% 

结果表明，该成本中心的成本节约额为 18 000 元，节约率为 3%。 

2.利润中心 

含义 
是指既能控制成本，又能控制收入和利润的责任单位。它不但有成本发生，而且还有收入发生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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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中心与成本中心相比，其权利和责任都相对较大，它不仅要降低绝对成本，更要寻求收入的增

长使之超过成本的增长，即更要强调相对成本的降低 

 

形式 

（1）自然利润中心 

它是自然形成的，直接对外提供劳务或销售产品以取得收入的责任中心 

（2）人为利润中心 

它是人为设定的，通过企业内部各责任中心之间使用内部结算价格结算半成品内部销售收入的责任

中心 

 

考核指

标 

（1）边际贡献 

①公式：边际贡献=销售收入总额-变动成本总额 

②特点：反映了该利润中心的盈利能力，但它对业绩评价没有太大的作用 

（2）可控边际贡献（部门经理边际贡献） 

①公式：可控边际贡献=边际贡献-该中心负责人可控固定成本 

②特点：它衡量了部门经理有效运用其控制下的资源的能力，是评价利润中心管理者业绩的理想指

标 

 

考核指

标 

（3）部门边际贡献（部门毛利） 

①公式：部门边际贡献=可控边际贡献-该中心负责人不可控固定成本 

②特点：反映了部门为企业利润和弥补与生产能力有关的成本所做的贡献，它更多的用于评价部门

业绩而不是利润中心管理者的业绩 

 

【例题-单选题】某利润中心本期销售收入为 7 000 万元，变动成本总额为 3 800万元，中心负责人可控

的固定成本为 1 300 万元，其不可控但由该中心负担的固定成本为 600 万元，则该中心的可控边际贡献为

（    ）万元。 

A.1 900 

B.3 200 

C.5 100 

D.1 300 

【答案】A 

【解析】该中心的可控边际贡献=销售收入总额-变动成本总额-该中心负责人可控的固定成本=7 000-3 

800-1 300=1 900（万元）。 

【例题-单选题】在责任绩效评价中，用于评价利润中心管理者业绩的理想指标是（    ）。 

A.部门税前利润 

B.边际贡献 

C.可控边际贡献 

D.部门边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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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可控边际贡献也称部门经理边际贡献，它衡量了部门经理有效运用其控制下的资源的能力，是评

价利润中心管理者业绩的理想指标。 

【例题-2022 综合题】甲公司是一家制造企业，下设一个 M 分厂，专营一条特种零配件生产线，有关资料

如下： 

（1）至 2020 年年末，M 分厂的生产线已使用 6 年，技术相对落后，公司决定由总部出资对该生产线进行

更新改造，建设期为 0，相关固定资产和营运资金均于更新改造时一次性投入，且垫支的营运资金在生产线使

用期满时一次性收回。在 2020 年末做出更新改造投资决策时，有关资本支出预算和其他资料如下表所示： 

项目 旧生产线 新生产线 

原价 7 000 万元 8 000 万元 

当前变现价值 2 300 万元 8 000 万元 

税法残值（预计报废残值） 200 万元 400 万元 

使用年限 

（会计与税法一致） 
10 年 8 年 

尚可使用年限 4 年 8 年 

垫支营运资金 300 万元 600 万元 

每年折旧费 

（会计与税法一致） 
680 万元 950 万元 

每年税后营业利润 160 万元 1 300 万元 

 

（2）M 分厂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生产线更新决策方案的折现率为 12%，有关货币时间价值系数

如下： 

年度（m） 1 2 3 4 5 6 7 8 

（P/F，12%，

m） 
0.8929 0.7972 0.7118 0.6355 0.5674 0.5066 0.4523 0.4039 

（P/A，12%，

m） 
0.8929 1.6901 2.4018 3.0373 3.6048 4.1114 4.5638 4.9676 

 

（3）新生产线于 2021 年初正式投入运营，甲公司将 M 分厂作为利润中心进行绩效评价，该分厂不能自主

决定固定资产的处置及其折旧问题，2021 年 M 分厂的实际经营数据（与上述资本支出预算数据不同）如下，

销售收入为 4 400 万元。付现成本为 1 700 万元（其中变动成本为 1 320 万元，固定成本为 380 万元），付现

成本均属于 M 分厂负责人可控成本，非现付成本仅包括新生产线的折旧费 950 万元，假定对 M 分厂进行业绩考

核时不考虑利息、所得税等其他因素。 

要求： 

（1）计算如果继续使用旧生产线的下列指标（要求考虑所得税的影响）：①初始（2020 年末）现金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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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旧生产线变卖对税收的影响计入继续使用旧生产线方案的现金流量）；②第 2 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③第

4 年的现金净流量；④净现值。 

（2）计算新生产线方案的下列指标（要求考虑所得税的影响）：①初始现金净流量；②年营业现金净流

量；③第 8 年的现金净流量；④净现值；⑤年金净流量。 

（3）计算 2021 年 M 分厂的下列绩效考核指标：①边际贡献；②可控边际贡献；③部门边际贡献。 

【答案】 

（1）旧生产线目前的账面价值=7 000-680×6=2 920（万元） 

变现净损失抵税=（2 920-2 300）×25%=155（万元） 

①继续使用旧生产线初始（2020 年末）现金净流量=-（2 300+155+300）=-2 755（万元） 

②第 2 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160+680=840（万元） 

③第 4 年的现金净流量=840+200+300=1 340（万元） 

④净现值=840×（P/A，12%，3）+1340×（P/Ｆ，12%，4）-2 755 

=840×2.4018+1340×0.6355-2 755 

=114.08（万元） 

（2）①初始现金净流量=-（8 000+600）=-8 600（万元） 

②年营业现金净流量=1 300+950=2 250（万元） 

③第 8 年的现金净流量=2 250+400+600=3 250（万元） 

④净现值 

=2 250×（P/A，12%，7）+3 250×（P/Ｆ，12%，8）-8 600 

=2 250×4.5638+3 250×0.4039-8 600 

=2 981.23（万元） 

⑤年金净流量=2 981.23/（P/A，12%，8）=2 981.23/4.9676=600.13（万元） 

（3）①边际贡献=4 400-1 320=3 080（万元） 

②可控边际贡献=3 080-380=2 700（万元） 

③部门边际贡献=2 700-950=1 750（万元） 

3.投资中心 

含

义 

是指既能控制成本、收入和利润，又能对投入的资金进行控制的责任中心，如事业部、子公司等。其经

理所拥有的自主权不仅包括制定价格、确定产品和生产方法等短期经营决策权，而且还包括投资规模

和投资类型等投资决策权 

【提示】 

（1）投资中心是最高层次的责任中心，它拥有最大的决策权，也承担最大的责任 

（2）利润中心与投资中心的区别在于，利润中心没有投资决策权，而且在考核利润时也不考虑所占用

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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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指标 

（1）投资收益率=息税前利润/平均经营资产 

其中：平均经营资产=（期初经营资产+期末经营资产）/2 

优点：根据现有的会计资料计算，比较客观，可用于部门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 

缺点：过于关注投资利润率也会引起短期行为的产生，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整体利益最大化

目标，导致经理人员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考

核

指

标 

（2）剩余收益=息税前利润-（平均经营资产×最低投资收益率） 

优点：弥补了投资收益率指标会使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冲突这一不足之处 

缺点：由于其是一个绝对指标，故而难以在不同规模的投资中心之间进行业绩比较。另外，剩余收益同

样仅反映当期业绩，单纯使用这一指标也会导致投资中心管理者的短视行为 

 

【例题】某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如下所示： 

某公司的投资情况 

投资中心 利润 投资额 投资收益率 

A 280 2 000 14% 

B 80 1 000 8% 

全公司 360 3 000 12% 

 

假定 A 投资中心面临一个投资额为 1 000 万元的投资机会，可获利润 131 万元，投资收益率为 13.1%，假

定公司整体的预期最低投资收益率为 12%。 

要求：评价 A 投资中心的这个投资机会。 

【解析】 

（1）用投资收益率指标衡量业绩： 

投资中心 利润 投资额 投资收益率 

A 280+131=411 2 000+1 000=3 000 13.7% 

B 80 1 000 8% 

全公司 491 4 000 12.275% 

 

就全公司而言，接受投资后，投资收益率增加了 0.275%，应接受这项投资。然而，由于 A 投资中心的投

资收益率下降了 0.3%，该投资中心可能不会接受这一投资。 

（2）用剩余收益指标来衡量业绩： 

追加投资前：                                                        单位：万元 

投资中心 利润 投资额 剩余收益 

A 280 2 000 280-2 000×12%=40 

B 80 1 000 80-1 000×12%=-40 

全公司 360 3 000 360-3 0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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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投资后：                                                       单位：万元 

投资中心 利润 投资额 剩余收益 

A 280+131=411 2 000+1 000=3 000 411-3 000×12%=51 

B 80 1 000 80-1 000×12%=-40 

全公司 491 4 000 491-4 000×12%=11 

 

以剩余收益作为评价指标，实际上是分析该项投资是否给投资中心带来了更多的超额收入，所以如果用剩

余收益指标来衡量投资中心的业绩，投资后剩余收益增加了 11 万元（51-40），则 A 投资中心应该接受这项投

资。 

  

【例题-2022 计算分析题】甲公司下设 A 投资中心，该投资中心目前的投资收益率为 17%，剩余收益为

300 万元。A 投资中心面临一个投资额为 1 500 万元的投资机会。若实施该投资。预计 A 投资中心会增加利润

225 万元。假定甲公司整体的预期最低收益率为 11%。 

要求： 

（1）计算实施该投资后，A 投资中心的投资收益率。若甲公司用投资收益率指标考核 A 投资中心业绩，

判断 A 投资中心是否应当实施该投资。 

（2）计算实施该投资后，A 投资中心的剩余收益。若甲公司用剩余收益指标考核 A 投资中心业绩，判断 A

投资中心是否应当实施该投资。 

（3）从公司整体利益角度判断，甲公司应以哪个指标对 A 投资中心的业绩进行评价。 

【答案】 

（1）A 投资中心目前的平均经营资产=300/（17%-11%）=5 000（万元）， 

息税前利润=5 000×17%=850（万元），实施该投资后，A 投资中心的投资收益率=（850+225）/（5 

000+1 500）×100%=16.54% 

由于实施该投资后投资收益率降低了，所以，A 投资中心不应当实施该投资。 

（2）实施该投资后，A 投资中心的剩余收益=（850+225）-（5 000+1 500）×11%=360（万元） 

由于实施该投资后剩余收益提高了，所以，A 投资中心应当实施该投资。 

（3）从公司整体利益角度判断，甲公司应以剩余收益对 A 投资中心的业绩进行评价。 

（三）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 

内部转移价格是指企业内部分公司、分厂、车间、分部等责任中心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资金等

内部交易时所采用的计价标准。 

企业应用内部转移定价工具方法的主要目标是界定各责任中心的经济责任，计量其绩效，为实施激励提供

可靠依据。 

1.应用内部转移定价工具方法应遵循的原则 

原则 内容 

合规性原则 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执行及调整应符合相关会计、财务、税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效益性原则 应以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避免为追求局部最优而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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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兼顾各责任中心及员工利益，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适应性原则 

内部转移定价体系应当与企业所处行业特征、企业战略、业务流程、产品（或服务）

特点、业绩评价体系等相适应，使企业能够统筹各责任中心利益，对内部转移价格达

成共识 

 

2.内部转移定价的类型 

类型 内容 

价格型内部转

移定价 

1.含义：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制定的、由成本和毛利构成内部转移价格的方法 

2.适用范围：一般适用于内部利润中心 

3.具体情形： 

（1）责任中心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经常外销且外销比例较大的，或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有外部活跃市场可靠报价的，可以外销价格或活跃市场报价作为内部转移价格 

（2）责任中心一般不对外销售且外部市场没有可靠报价的产品（或服务），或企业管理层和

有关各方认为不需要频繁变动价格的，可参照外部市场价或预测价制定模拟市场价作为内部

转移价格 

（3）没有外部市场但企业出于管理需要设置为模拟利润中心的责任中心，可以在生产成本基

础上加一定比例毛利作为内部转移价格 

 

类型 内容 

成本型

内部转

移定价 

1.含义：是指以标准成本等相对稳定的成本数据为基础，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方法 

包括完全成本、完全成本加成、变动成本以及变动成本加固定制造费用四种形式 

2.适用范围：一般适用于内部成本中心 

协商型

内部转

移定价 

1.含义：是指企业内部供求双方为使双方利益相对均衡，通过协商机制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方法 

【提示】协商价格的取值范围通常较宽，一般不高于市场价，不低于变动成本 

2.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分权程度较高的情形 

 

【例题-单选题】公司采用协商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时，协商价格的下限一般为（    ）。 

A.完全成本加成 

B.市场价格 

C.单位完全成本 

D.单位变动成本 

【答案】D 

【解析】协商价格的上限是市场价格，下限则是单位变动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