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实施审计时，我们坚持严、细 、准、实的工作作

风，坚持依法审计、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查出

来的问题，首先与被审单位交换意见，在定性处理上做

到宽严适度。对一些因未熟练掌握国家法规制度和内

控制度不太完善而出现轻微违纪问题，我们从教育和

预防入手，从宽处理；但对严重违纪问题，则严肃处理，

不留情面。比如我们在 1996 年 4 月对处属某工程项目

进行经济效益审计时，发现该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差，

主要原因是该工程项目经理的法制、政策观念差，不思

进取，大吃大喝，胡支乱花，因而导致工程管理混乱、效

益低下，职工工资不能及时下发。据此我们及时写出审

计报告，并向处主管领导如实汇报。处主管领导非常重

视，及时召开了处党委会，经研究决定，立即下令免除该

工程项目经理的职务，开除党籍，并在全处范围内通报

批评。针对类似严重的问题，我们从来不留情面，公正处

理，既维护了财经法规的严肃性，也提高了审计工作的

威信，并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责任编辑  王教育

工作研究

论新成本制度

及其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戴欣苗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科学技术的

进步、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制造企

业处于一个新的竞争环境之下。当今的新制造环境要

求制造商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减少存货，采用

自动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具有弹性，同时要具

备先进的信息科技。企业面对较过去更强烈的国际竞

争，为了改善订价 、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更好地

确定产品组合，他们不得不对生产过程、生产技术、管

理组织作重大变革。因此，传统成本管理方式显得不

合时宜。

一、新制造环境对传统成本制度的影响

新制造环境下的生产企业已逐渐摒弃传统功能

性的成本分类方式，转而注重成本习性和成本的可追

溯性，而且以管理当局决策判断所需或技术研究所需

来决定实际成本的区分依据。有实证研究表明，生产

技术的改变对成本结构及其组成内容有较大影响。比

如自动化生产直接导致直接人工成本比重的下降、部

分间接成本转化为直接成本以及非直接成本比重的

上升，这就导致制造费用的分摊日趋重要。
鉴于新制造环境的演变对传统成本体系的冲击，

西方国家纷纷探索适应新制造环境的新成本制度，并

对传统成本制度提出质疑。如何让成本信息适应企业

竞争的需要，适应变化后的产品成本结构，适应新技

术发展的步伐，是各国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作业

成本制度（AC TIV ITY-BASED COST SYSTEM）就是西方

国家近 10 多年来为适应这一变化而推出的方法。

二、新成本管理制度——作业成本制度

作业成本法最早于 70 年代提出，1984 年由美国

鲁宾·库帕和罗伯特·卡普兰加以完善。80 年代以后由

于传统成本计算的弱点以及新制造环境的演变，时代

呼唤全新的成本管理体系的出现，作业成本法由此引

起广泛注意，经哈佛商学院的努力研究和推行，目前

已在西方很多企业中施行。
传统成本计算制度下，所有的生产成本以某一可

接受的方式分配于各产品中，通常直接成本的分配问

题较少，它们一般与领料数量、人工工时有关，通过分

析较易确定与某产品的关系；然而，间接成本或制造

费用较难与各产品相联系，所以传统做法往往用一个

全厂范围的或分部门的制造费用率来分配制造费用，

被用作分配标准的主要有机器工时、人工工时、产出

单位、人工工资、材料成本等；但由于各种制造费用不

一定与生产数量或人工工时等有经得起推敲的联系，

而且在新制造环境下制造费用并不单一地与某个分

配标准有关，它们往往代表某一类服务和后援功能的

费用，是与生产量、业务量相独立的一系列特殊作业

的结果。这些作业的数量消耗了资源并由此确定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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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费用的成本水平。也就是说，作业驱动了制造费用

成本，为合理反映产品的成本消耗，其制造费用按作业

基础来分配是较为妥当的举措。
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制度最大的区别是将制造费

用按不同的成本动因归入不同的间接成本库（COST

POO L），故而在产品成本计算的准确性上要优于传统成本

制度。作业成本法多用于制造业，但同样适用于非制造

业。下面以印染服务企业为例说明作业成本法。
某公司印染六种颜色的 T恤，其大部分业务为接

受白色 T恤提供印染服务，小部分为外购白色 T恤进

行加工，产品品种分为单色、双色、三色、四色、五色、六

色，经仔细测评和分析，六种产品的成本动因分析如

下。（表一）：

表一：

起动准备、回收改造、质量控制三类活动无法直接

追溯，它们既耗费生产人工的资源，也耗用机器作业的

成本，故金额为零。
（一）原料

白色 T恤可由客户提供，也可由公司外购，转而

向顾客转嫁费用，所以假定公司所耗原料只有油墨，据

分析确定，各款产品所耗油墨如下：

单色 T恤—0.001 加仑/件，双色 T恤—0.001 加仑/

件，三色 T恤—0.001 加仑/件，四色 T恤—0.0015加仑/

件，五色 T恤—0.002 加仑/件，六色 T恤—0.002 加仑/

件。油墨成本=30元/加仑

每件 T恤直接材料成本=所耗油墨（加仑/件×件数）

×30 元。
（二）营销

营销活动的年成本为 23490 元，产出所耗资源与

销售定单相联系（年销售定单 878 份）。单色 T恤的销

售定单数为 0.0085，即每件单色 T 恤需 0.0085 份定

单，或者说一份典型的单色 T恤定单应有 117 件订购

要求（1 份定单/117 件=0.0085）。同样，六色 T恤的系数

为 0.015，这意味一份六色 T恤的定单容量为 66件（1

份定单/666件=0.015）。
（三）回收改造

在回收改造作业中，作业与成本动因以人工工时

联系，单色 T恤的作业系数为 0.00066，即每件单色 T

恤需要 0.00066 工时。如果一年生产 20 000 件单色 T

恤企业将耗用 13.2（20 000 ×0.00066）工时用于回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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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或者说在一年 9900 人工小时中有 13.2工时用于

回收改造。
（四）生产计划的制定

以上成本动因系数的确定是基于分析预测基础

上的，其中机器作业和人工作业的工时均容易取得，

每个作业的成本也容易估计。但生产、管理、营销、购

货的生产计划较为复杂，表一中营销成本 23 490元，

销售定单 878份等是以去年实际为依据的。
（五）作业成本管理

图一所示流程图可用于计算机程序，从输入数据

看，计算机首先按年成本和年生产量计算每个作业的

费用率（费用率=年成本/年生产量），然后根据预计生产

量、单位售价编制利润预算表，如表二。

表二：  利 润 预 算 表

注① 1 620=54 000 件×0.001 加仑/件×30加仑

注② 225 623=费用率×件数×（改造工时+起动工时+生产工时+质检工时）

=70 4709 900×54 000 件×（0.00 066+0.014+0.043+0.009）=7.11 818×3 599.64
注③ 2 450=费用率×件数×所耗工时=19 850/77 000×54 000件×0.016=2.8 357/工时×864 工时

注④ 4 222=费用率×件数×所耗定单=8 470/260 份额×0.0 024 份/件=32.5769x129.6
注⑤ 12 280=费用率×件数×所耗定单=23 490/878 份×54 000 件×0.0 085 份/件=26.753 986×459
注⑥ 单位售价采用去年实际数，据了解三色、四色 T恤的售价显异常。
（六）未耗用生产能力的计算

一旦实际生产量与某个作业挂钩，该实际生产量

就被用于决定完工产品的成本。由于每个作业的费用

率是基于生产能力而得出的，产品使用每项作业的费

用常常会少于作业的全部成本，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该作

业被认为具有未使用生产能力。未使用的时间数乘以作

业的费用率表示该作业未使用生产能力的货币金额。
作业成本法一个特点就是未使用生产能力的成

本由作业费用率负担。作业成本法的第二个特性是采

用实际生产量计算费用率，其好处是产品单位成本独

立于完工产量。
传统成本计算产品成本是基于生产量或直接人

工小时等因素，产品单位成本随生产量减少而增加，

随生产量增加而减少。
作业成本法下，产品单位成本不随生产量的变动

而变动，而是随未使用生产能力的变动而改变，当生

产数量下降，未使用生产成本增加，作业费用率提高，

产品实际负担成本上升。在表二中，已使用作业成本

为 109 826 元，但企业实际承担的间接费用为 122 280

元，二者之差 12 455 元为未和生产能力的成本。未使

用生产能力的成本不仅可以总额显示，也可用单位作

业金额表示，已使用作业的成本为 109 826 元/90 000

件=1.22 元/件，实际负担作业费为 122 280 元/90 000

件=1.36 元/件

所以，未使用生产能力的成本与产量间呈反比关

系，当产量上升，未使用生产能力的成本下降，反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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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从前面的图表资料分析可见，实际工时（6 840，

为各色产品年生产量所耗人工之和）少于机器生产能

力（9 900），其中之差即造成产品成本上升。
对未使用生产能力的成本应区别对待，而对涉及

到管理行为方式（如营销、购货定单等）的未使用生产

能力的数额可不必着重。

三、作业成本法的优缺点

作业成本法可以根据成本目标而不是产品来灵活

分析成本，它通过成本动因的选择较为精确地分配间

接费用，从而准确计算产品成本，所以该法特别适用于

制造费用较大的企业。
由于作业成本法揭示了未使用生产能力的成本，

所以有助于管理层及时了解生产动态，对充分认识和

发挥生产潜力极为有益。
作业成本法既提供成本动因率指标，也提供成本

动因量指标，而且其成本动因的范围涉及各部门各层

面，有利于各部门的成本管理和业绩考核。
作业成本法从成本动因角度确认成本性态，有利

于改进成本预测和成本控制。
作业成本法将成本和作业活动所耗资源相联系，

而后将成本分配给使用这些资源的产品或劳务。从表

面看，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实际上作业并不一定与

耗用资源的成本动因有关，有些资源具有共享性，很难

与某一作业相联系，即便联系了，也经不起推敲。所以

国外一些会计学者认为，有些成本以“决策”来解释更

为恰当。然而要创立基于决策基础上的成本体系却不

是容易的事，因为这很难操作。而且，对任何一种成本

归集来说，成本与动因的联系有多种基础，选择不同的

成本动因会产生不同的作业活动耗费，要达到作业成

本法所宣称的精确分配间接费用的目标，显然取决于

成本动因的正确选择。
有倡导作业成本法的人士宣称，作业成本法有助

于降低成本，但据美国一些已使用作业成本法的公司反

映，成本降低与作业成本法实施无直接关系，作业成本法

只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成本，有 31 %的公司认为，作业成

本法给公司带来的效益很难评定，所以他们认为现在评

说作业成本法是否值得推广还为时太早，但反对应用作

业成本法的公司为数极少，仅占被调查数的 3%。

四、作业成本法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和成功条件

随着我国会计改革与会计教育的不断深化，作业

成本法在理论界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探讨，但实务界

应用却很少。作业成本法推翻了对成本性态的传统认

识，它将企业成本分为与生产量相关的短期变动成本

（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与作业量相关的长期变动

成本（各种间接费用）。它使现代成本管理与控制更加

细致入微，它以市场需求、顾客定单为起点，把企业的

经营活动分解成一系列的作业活动，形成产品消耗作

业、作业消耗资源、消耗资源的作业等通过产品实现价

值的管理理念。作业成本的管理核心是尽可能地消除

不增加价值的作业，并提高增加价值的作业效率，减少

资源的消耗。所以，从外部看，作业成本法很值得在我

国制造业乃至非制造业应用。我国企业目前同样面临

新制造环境和国内外激烈竞争的压力，迫切需要适应

新形势能反映真实成本信息而且有助于成本控制的成

本计算体系。从内部看，传统成本计算体系和成本管

理理念已远远不适应现代管理的需要，而且目前大城

市的会计电算化的普及率不断提高，所以笔者认为作

业成本法是否在我国成功落户并达到预期效果，将主

要取决于以下问题的妥善解决：

1、充分准备。这一点中外企业都概莫能外。据统

计，已经实施作业成本法的企业平均花费 3 年多时间

作应用的前期准备。
2、高层管理部门的支持。由于作业成本法将各部

门的工作分解为一系列的作业，并对作业耗用资源进

行测评，由此形成成本动因系数，这需要各部门配合、协

调，需要管理层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可以说，高层

管理人员的认可和支持是其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
3、将作业成本法融入现有财务体系。管理层和外

部信息使用人往往十分重视对外报告的财务信息，在

做到成本信息节约化的前提下，将作业成本法下的成

本信息融入财务报告有助于将其用于管理决策，从而

促进作业成本法的日臻完善。
4、信息的鉴别和软件的改善。作业成本法涉及的

作业活动和成本动因众多，而且随新产品、新项目、

新市场的介入，需要调整相关的成本动因和成本库，

会涉及各部门的利益协调等问题，所以需要完善的信

息体系以获取信息和完成信息的鉴别。如果企业具有

良好的生产、销售、经营管理体系，可以提供至少 12

个月的各类即时信息，则作业成本法的实施就有了良好

的后置保障。
新成本体系是应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它通过对

大量成本动因、作业活动的综合，产生较传统成本体制

更为准确的成本信息，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依赖计

算机和相关软件方可运作。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日常

会计核算的电算化已初具规模，但成本管理方面的计

算机应用及其软件开发却十分薄弱，所以软件开发将成

为作业成本管理体系走入寻常企业的重要条件之一。
（有关引文出处略——编者）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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