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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动成本法应否 取消的思考

牛彦秀

随着对适时生产系统（JIT）和作业成

本法（ABC）的肯定，有观点认为“进行变

动成本计算将会完全失去意义”
，

“变

动成本法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变动成

本法应否取消 ， 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一、变动成本法的显著特征

与完全成本法相比，在单价、单位

变动成本、固定成本保持不变的前提

下 ， 变动成本法能够正确地反映销售

量与利润的关系 ，即销售量上升 ，利润

上升；销售量下降，利润下降；销售量

不变，利润不变这一客观规律；而完全

成本法则不具有这一特点 ， 该法有时

会得出使人难以理解的结论： 销售 量

上升 ，利润却下降；销售量下降 ，利 润

却上升；销售量不变， 利润却变动。

变动成本法之所以能够 揭示销售

量与利 润之间 的客观变化规律， 是因

为变动成本法下的利 润计算建立 在成

本性态分析的基础上 ， 计算公式如下：

利润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

售量 - 固定成本

显然 ，当前后期单价、单位变动成

本、固定成本保持不变时，销售量是决

定利润高低的惟 一因素。而在完全成

本法下 ， 利润的计算建立在经济用途

分类的基础上， 计算公式如下：

利润=销售量 ×单价-销售成本-
非生产成本

其中：

可见，在完全成本法下，利润与销

售量没有直接的联系 ， 利 润主要取决

于 当 期生产量、期初存货量与期末存

货量的变动。由于利润与销售量相关

性的缺失 ， 因 此二者之间 的客观变化

规律也无法反映。

二、主张变动成本法应取消

的原因

变动成本法退出历 史舞台观点的

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

一方面 ， 变动成本法不符合公 认

会计准则 对外报告披露成本信息的 要

求，因此 20 世纪 80年代理论界与实务

界的大部分人赞同变动成本与完全成

本法的结合 ， 即日 常采用变动成本法

核算， 期末将变 动成本法的计算结果

调 整为完全成本法的结果 ， 以满足对

外报告的需求。研究表明 ：（1）两种方法

下利润之所以产生差异其根本原 因 在

于 二者计入当期利润表的固定生产成

本的水平 出 现了差异 ， 这种差异又具

体表现为完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吸收

的固定生产成本与期初存货释放的固

定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异。用公 式表 示

为：利润差额 = 完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

吸收的固定生产成本 - 完全成本法下

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生产成本。（2）借助

于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利 润差

额 可以进行期末调整 ， 从而达到二者

结合的目的。

另一方面 ，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

适时生产系 统和作业成本法在我国企

业 实 践中得到应用。如果采用适时生

产系统， 意味着企业会实现或力 求达

到零存货 ， 在存货为零或极低的情况

下 ， 两种方 法下的利 润 差异等于零或

接近于零 ， 这自然而然地消除了 完全

成本法下利 润的实现与销售量二者之

间的不相关性 ；另外 ，如果实施作业成

本法 ， 需 要变革传统制造费用的分配

方法 ， 而这种分配方 法 的 变革建立在

完全成本法的基础上 ，由此导致“作业

成本法的倡导者不赞同变动成本法”。

三、如何看待变动成本法

与完全成本法相比 ， 变动成本法

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正确反映销售 量与

利 润的关 系 上 ， 更体现在其预 测、决

策、规划、控制和责任评价上。虽然零

存货下 ，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

利 润相等，但它们的计算公式不同 ，反

映的经济意义不同 ，其作用也不同。变

动 成 本法 为加 强企业 内部管理服务 ，

它可以用于保本、保利预测；企业进行

的生产决策、定价决策都离不开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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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所提供的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和贡献边际这 三个指标 ；企业的控制

以全面预 算为核心 ， 而预算的编制必

须区分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 控制中

的差异计算也必须区分变动性制造费

用与固定性制造费用计算差异， 只有

这样才能寻找问题，采取改进措施；而

对不同层次的利 润 中心的考核建立在

不同性质的贡献边际基础上 ，
“分部报

告的编制建立在变动成本法的基础上，

而不是完全成本法的基础上 ， 这样的

报告编制有助于更好地评估业绩和制

定决策”。显然 ， 变动成本具有的这些

功能不是完全成本法所能代替的。

从实践来看 ，西方“超过半数的美

国大公 司在编制内部报告时使用变动

成本法 、 而近 1 / 4 的公司将其作为主

要的内部报告格式。” 从企业的实际状

况来看 ，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 ，特别是

我国多数企业一时还难以实施 JIT， 因

为零存货实质上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虽然一些管理先进的特殊行业（如汽车

制造等）几乎实现了此目标，但对于大

部分行业来讲实施会很困难 ， 在这种

情况下， 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的

利润差异仍然存在。

综上 ， 由于变动成本法可以用于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 因此 当今实施变

动成本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四、 变动成本法的变革

自从 1 988 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库珀

教授和卡普兰教授提出作业成本法后，

其先进的作业管理理念日 益为企事业

单位所接受，从成本核算来讲，作业成

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相结合： 从内部管

理来看 ，人们试图加入作业因素，进行

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评价。作业

因素的加入并不意味着对变动成本法

的完全否定 ， 为适应信息时代对作业

分析的信息需 求 ， 应该变革变动成本

法，这种变革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变革变动成本法的基础

变动成本法以成本性 态分析为基

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必须对成本性

态及成本性 态分析重新进行诠释。笔

者认为成本性 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成本性态是指成本动因与成本

之间的依存关 系。这里的成本动因 可

以是业务量，也可以是批次、产品等。

如果成本动 因是 业务量实质就是传统

意义上的成本性态 ， 即狭义的成本性

态。同样，建立在成本性态基础上的成

本性态分析 ，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成本性态分析是指依据成本动因 ，

将全部成本划分为短期变动成本、长

期变动成本和综合变动成本三大类的

分析过程。

短期变动成本是指传统意义上的

变动成本概念 ， 即随业务量变动而成

正比例变动的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

人工等； 长期变动成本是指在较长时

期内 ， 与活动量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

如与批次相关的生产准备成本、与检

验时数相关的检验成本等；综合变动

成本是指其变动既不与业务量 相 关 ，

也不与活动量相关而变动的成本。这

类成本的显著特征是， 变动所需 时间

较长 ，但没有明确的成本动因，如人事

成本等。根据卡普兰和库珀教授对作

业等级不同的分类， 单位层作业应该

归为短期变动成本， 批量层作业和产

品 层作业可以归为长期变动成本，公

司层作业则归为综合变动成本。

狭义的成本性态分析仍然保持传

统意义上的界定， 广义的成本性态分

析是在新时期对传统意义上的成本性

态分析内涵的拓展， 二者之间的内在

联系以及与作业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2、变革变动成本法的利润计算公式

建立在广义成本性 态分析基础 上

的变动成本法 ， 其利润计算公式变为：

利润=销售收入-短期变动成本-
长期变动成本 - 综合变动成本

上述公式适用于实施了作业成本

法的企业。如果某企业不仅实施了作

业成本法 ， 而且还采取了适时生产系

统 ，则批量是归集单位，批量层长期变

动成本消失，利 润计算公式变为：

利润=销售收入-短期变动成本-
产品层变动成本 -综合变动成本

如果某企业既没有采用作业成本

法， 更没有进行适时生产系统的变革 ，

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维持传统意义上

的利润计算公式。

3、变革变动成本法的研究内容

肯定变动成本法的存在 ， 并不意

味着否定完全成本法 ， 完全成本法仍

有存在的价值和空 间 ，理论中也不应

片面强调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在

产品成本以及存货计价方面 的 区 别。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 ， 信息共享成

为 现实， 这大大降低了变动成本法实

施的额外成本。实际中，只要建立起良

好的会计信息系统 ， 就可以实现变动

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信息共享并满

足各自的报告需求。鉴于此，变动成本

法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两个问题： 一是

变动成本法下的盈利分析； 二是变动

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利润差异的变化

规律及其优势。对于前者，应该区分狭

义成本性态分析下的盈利计算以及广

义成本性态分析下的盈利计算； 对于

后者，应该在揭示两种方法下利润差

异简算公式的基础上， 说明变动成本

法的应用范围。而当 变动成本法用于

本量利分析、短期决策分析、全面预

算、成本控制和责任会计时 ，都应该围

绕变动成本法不同情况下的利润计算

公式展开分析。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 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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