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成本加成法。这种方法是以产品成本为基础，

加上一个固定的百分率，例如 20% 或 30% ，作为产品的

划拨价格。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产品拨出单位获得一定

的利润。

2.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价格

（1）市场价格法。这种方法是以市场价格直接作为

产品的划拨价格。其目的是促进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

客观地评价经营成果。

（2）市场价格扣减固定折扣法。这种方法是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在它的基础上打一个固定百分率的折扣，

例如 10% ，作为产品的划拨价格。这样做是为了使购买

单位获得一定的利润。

然而，尽管成本计价法和市场计价法所采用的计算

方法不同，但却可能得出相同的价格。例如，某项产品

成本 50 元，加成 50% ，最后为 75元；市场牌价 100 元，

打折扣 25%，最后也为 75 元。所以，这两种计算方法并

不矛盾。但一般认为成本计价法比市价 计价法具有更

大程度的随意性，因为无论是成本项目的计列，还是间

接费用的分摊，更容易被企业管理人员所操纵。从跨国

公司的角度来看，成本计价法也更具有灵活性，通过间

接费用的分摊，就可以任意调节国外分公司的利润水平

和应交纳的所得税。两种定价方法的优缺点如下：

（1）成本计价法的优缺点

成本计价法是以成本为基础的。它的一个主要优

点是成本数据容易获得和使用简单。另外就是可以通

过间接费用的分摊，加强国外分公司的竞争能力，调节

利润和减少税负，从而达到跨国公司的整体经营目标。

但是，它也有缺陷。例如，产品以实际成本进行计

价，就会使产品拨出单位，不努力降低产品成本，这对促

使它们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是不利的；而

另一方面，也会使产品拨入单位难于控制它的成本，从

而难于对其经营成果进行客观评价。由此可见，成本计

价法并不适于作为控制子公司业务活动的一个工具。

即使采用标准成本代替实际成本，亦无助于避免发生上

述缺点。

（2）市价计价法的优缺点

市价计价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它的一 个主

要优点是可以促使国外子公司努力降低成本，有效地使

用人力和物力资源，并有助于客观评价子公司的经营成

果。同时，采用市价计价法亦符合“正常交易”的原则，

即无论是对子公司和非子公司，对同样商品支付同样的

价格，因而它是公平合理的。另外，采用市价计价法可

以阻止企业主管人员和会计人员任意操纵会计数据，篡

改利润和逃避税负，从而有利于当地政府对跨国公司的

控制。

市价计价法的缺点：一个是市场上常常缺乏中间产

品或半成品的市场价格，所以很难确定子公司之间的划

拨价格；另一个是不利于跨国公司灵活地运用其定价战

略，在国际市场上加强竞争、扩大利润和减少税负。

三、各国政府对划拨价格的管制

跨国公司制定划拨价格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最大利

润。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跨国公司在制定内部划拨价格

上，几乎是随心所欲的。因而受到多方谴责，也引起许

多矛盾。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府对外国跨国公司在本国

设置的子公司的内部划拨价格，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

除少数国家，例如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外，包括美国

的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所属子公司的内部

划拨价格都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规定政府机构有权重新

估算内部划拨价格和年度收益，作为计征关税和所得税

的基准。而跨国公司如果认为当地政府的估算不合理，

必须提供充分资料证明其划拨价格是公平合理的。至

于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国际市场价格信息，对跨国公

司划拨价格的管制较为困难，但是目前许多国家也已逐

步建立起了经济信息系统，从而加强了对内部划拨价格

的控制。

因此，可以说跨国公司任意操纵内部划拨价格的时

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在各国政府的严厉干预下，任意

操纵内部划拨价格不仅是困难的，同时也是危险的，这

样做往往会导致当地政府采取报复性措施。但这并不

是说操纵内部划拨价格不再有利可图了，通过巧妙地计

价，仍然可以给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

制定内部划拨价格对于跨国公司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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