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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 计领域的 新 变 革

译者按：加拿大达尔豪西 大 学 会 计学副教授雷科罗应邀于1990年 2 — 5 月在厦门 大学

经济学院中加M BA 中心 讲授 “国 际 会计” 与 “管理会计” 课程。本文是作者在厦门 大学讲

学期间撰写的。作者意就 这篇短文，给 我国会计工 作者提供一点关于现 代管理会计的新的动

向。

会计人员经常声称：会计报告应该与其使用者的

需要密切相关。对管理会计人员来说，他 们就要负责

进行会计报告结构的 调 整以 反 映生产环境的不断变

化。由于管理会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设计和维护控制

系统，以利于企业经营策略的贯彻执行，促进经营者

实现其经营目标，因此，这种调整尤为重要。北美企

业在管理会计领域中的一些变革说明了这一点。

北美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生产领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计算机辅助设计及

计算机辅助工程系统的发展，促使许多公司联合形成

计算机一体化式的生产环境。由于采用一些 新的尖端

的自动化技术，通过计算机来控 制 机 器 设备及机器

人，整个工业世界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高质量控制

技术及灵活多变的生产系统，使得企业可以随时进行

生产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二是学习了日

本的先进经验，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内部管理和

管理会计方面。第二个因素的出现可以看成是第一个

因素的产物，当日本企业在不断地利用先进技术改善

其经营管理时，北美企业却日渐丧失其竞争力。当日

本企业集中力量进行长期计划的制定和生产方式的改

善的时候，北美企业却在忙于企业兼并，资源获取以

及理财技术的改进。他们把着眼点放在短期盈利行为

上，从而失去了长期竞争能力。此外，还有其他一些

因素，诸如忽视研究开发、过分强调维持短期股票价

格以及短期补偿行为，这就使得北美经济问题更加尖

锐。面临失去竞争能力的严峻现实，北 美的一些公司

已开始学习日本公司的经验，并且已在存货管理及质

量控制技术上取得了创新和提高。比如，福特·路特

公司（Ford N otor C om pany）由于在供销双方之

间建立起有效的配合系统，该公司每年成功地削减了

2.5亿美元的存货运转成本。卡普 兰（K aplan）曾令

人信服地指出：日本企业的许多成功经验已经为 那些

自觉自愿想学习这些经验的国家所接受。

即时存货系统

美国的公司从日本企业学得的一种成功地减少存

货的方法是即时存货系统。即时存货系统的主要内容

是：产成品要即时生产并即时销售出去；在制品要即

时组装成产成品；零部件要即时转化为在制品：而原

材料要即时加工成零部件。这种即时性技术要靠总装

工序完美地协调与配合来保证。总装工序通常会提供

信号给前段工序，告知前段工序在下一期的装配时间

里应该提供的零部件的确切数量，前段工序再反馈回

同样的信号，以保证零部件流转的畅通，并且不会出

现任何时点上的存货聚集现象。而要使这种即时性生

产得以顺利进行，建立高质量控制系统很有必要。高

质量控制系统意味着不允许有次品的 存在，因为一个

工序所提供的零部件数量刚好是一个工序需要的零部

件数量。若是出现次品，就会使得整个装配线陷于瘫

痪。卡普兰曾指出：许多美国公司在降低产品次品率

的工作上取得了很 大 的 成就。例如，帕索尼克公司

（Pansonic C om pany）在接管蒙特路拉（M otor-

ola）电视机厂之后，在不增加劳 动 力 的情况下，出

现瑕疵品次数由每百套150次降低到每百套 3 次。

新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这种新的生产与控制技术对会计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由于存货一般维持在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这大

大简化了会计核算程序。现在不再需要做繁多的日记

帐与分录了。比如，赫沃——柏克 特公司（H ew a rd

—Packard C om pany）每个 月 差不 多少记了10万

笔日记帐与分录。
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传统成本会计仍被目 前的企

业采用，但当时的劳动力密集型环境与现代的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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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密集型环境已大不相同。在过去的环境下，间接

成本的多少取决于直接人工成本。卡普兰曾指出，70

年前，间接成本大概占直接人工成本的50%%—60%。
而在新环境下，却是直接人工成本的400—500%，

直接人工成本在新环境下大概只占总产品成本的 3 %
— 5 %。因此，详尽且多变的财务分析显得无足轻重

了。现在，直接人工成本可以与间接性制造费用归集

一起，间接性制造费用的分摊显得特别重要，而这种

分摊是通过与某些能说明间接成本怎样发生的 变量配

比来进行的。生产成本的多少是由交易行为决定，而

不是取决于人工成本及机器小时。过去是将直接人工

成本与间接成本分开，而且还要编制很多相关的会计

报告。现在把直接人工成本归入间接性制造费用，这

样会减少簿记成本。

在多变的生产环境下，根据工序来记录成本已不

至关重要。处于多变的生产系统下，人工及原料要在

各工序间调配，以保证生产线的顺利运行。另外，现

在产品批量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为每一批产品单独

设立一个工序是不切实际的。再者，在新环境下，不

再将直接人工费和间接费用在在制品与产成品之间分

配，而是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全部记入销货成本，

因为存货通常是零或接近于零数，精确地分配各种费

用已无必要。这也会大大降低簿记成本。
在新的更加灵活多变的生产环境下，传统的分步

成本计算程序可以大为简化。由于不存在存货上的大

量投资，也就不需要进行相应的计算。另一方面，生

产过程中本期投产数与本期完工数的差额以及本期发

出数与本期完工数的差额不是很大，这就大大 减少了

编制生产成本报告的成本，而且报告编制时间也可大

大缩短。

期初存货（包括在制品）+本期投产数=本期完工数

期末存货（包括在制品）+本期发出数=本期完工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面质量控制，实际上废品 数显

著减少，这进一步简化了会计核算程序。废品现象被

认为非正常及完全可控现象，会计处理上也无需花时

间来计算废品损失及正常完工产品的成本。

新的生产环境影响会计处理方法的另一个方面表

现在，它解决了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间的传统争

议问题。大家或许还记得，变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

只包括变动成本，即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性的

间接制造费用，固定成本则视为期间成本。而在完全

成本法下，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都视为产品成本。新

环境下，变动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逐渐 减少，

因而完全成本法显得更切实可行.在多变的 生产系统

下，相对初始成本和负载成本而言，直接人工费多数

情况下是固定的和有限的。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有

效的方法是把这部分成本归入间接费用，这样会减少

簿记成本。而仍采用变动成本法，将固定成本归集后

再摊入期间成本，会使公司无法找出控制固定成本的

新途径。
管理会计人员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适应 信息环

境的需要，提供及时、相关的产品信息，有利于发挥

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利用。管理会计人员应该摒弃那些

陈旧的成本归集方法和报告模式，协助企业进行一些

有关系统设计及工作方法的选择，使这些措施不仅能

与新的环境协调一致，而且能够衡量企业的生产能力

与工作效率，并能预测企业的发展远景。

（雷科罗著  姜晓红译）

意見

与建议

银行在 “质量、品

种、效益年” 活动

中应抓好五个结合

今年是质量、品种、效益年。作为宏观调控职能

部门的银行如何在这一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

认为应做到五个结合：一是开展这一活动应与支持企

业强化内部管理相结合。帮助企业下大气力完善第二

轮承包，引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品种、效益观念。

二是要与支持企业推进技术进步相结合。拿出足额的

技术改造贷款，集中力量把重点项目保上去，改造好

企业，增强竞争力。三是要与支持企业调整产品结构

相结合。支持引导企业 积 极 开 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产

品，把当前不适应的产品结构调整过来。四 是要与实

现信贷倾斜相结合。根据国家产业结构政策，金融部

门要排出重点支持的产业序列，真正 体现出 “择优扶

持”的原则。五是要与消灭潜在亏损、减少损失相结

合。帮助企业把 “全面清查资产、扭转潜在亏 损”作

为开展这一活动的具体内容来抓，对由于政策性等客

观原因形成的潜亏，要限定时间分期解决，对企业经

营管理不善等形成的潜亏，从已留待分配的利润中逐

步扣回，为企业创造宽松的环境，以逐步改变经济结

构不合理、技术管理落后、经济战略机制不适应的现

状。  （刘 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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