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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比较分析是企业成本决策 所 采 取 的 重 要手

段，通过比较、分析两种或两种以上方案的成本，权

衡利害得失，从中选择最优方案。通常采用的成本比

较基本方法有，成本重合点分析、成本同值点分析和

成本最小点分析。现分别阐述如下。

一、成本重合点分析

成本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为生产产品而耗费的生

产费用。从成本与产量的关系来看，成本可以分为变

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一般情况下，比较方案中的固定

成本和变动成本是不同的，我们把用以比较的方 案归

纳为以下两种类型：

现有两种方案成本，分别 为C 1和C 2，将两者进

行比较时，C 2的固定成本大，而C 1的 单位 变 动成本

大，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 成 本线必 然 在产量 上相

交，在交点上两者的成本完全相等，这 就是 成本重合

点。如图一所示。

成本重合点可按下式 计算：

成本重合点是一个分界点，如产品产量在 分界点

以下，则选择固定成本小的方案；如产品产量 在分界

点以上，则选择固定成本大的方案。这种方法可以应

用到很多方面，譬如不同生产方法的选择，不同设备

的选择，企业自制零件与外购零件的选择，半成品出

售或进一步加工的选择等，都可以根据这一原 则进行

分析。下面举一例子具体说明如下：

某企业生产洗衣机需用的小型电机，提 出外购或

自制两种方案进行成本决策。外购每台15元，在现有

的基础上自己制造，每台需变动成本 5 元，若再买一

台自动绕线机需5，000元，可用10年，可以 减少变动成

本，资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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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表明，在每年电机需用量不超过100台时，以

外购最佳，所需成本最小，若超过100台不足200台时，

以现有基础上自制，成本最低，超 过200台，可采用增

加设备方案。第三个成本重合点X 3是 用 来比较第一

备选方案的，若因人力不足等原因使第二方案不能实

现时，在需用量120台以上时，可选第三方案。

二、成本同值点分析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经常要遇到扩 大生产规

模、 增加产量、降低成本的决策问题。如果企业研究

某一代替方案，要求该方案的单位成本不能高 于现有

产品单位成本，那么，最低产量界限是多 少？在此基

础上，如果产量增加，将会减少多少成本？应 用成本

同值点分析，上述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知道，单位成本线是一 条 近 似 于U 型的曲

线。因为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一定产量范围内

的固定成本是基本不变的，产量增加引起 单位固定成

本下降而使单位成本曲线向下移动；在产量超过一定

数量时，企业的生产能力饱和，若要继续增加产量，

势必要增加设备，增加人力，这样，单位成本曲 线又

呈上升趋势。单位成本变动趋势如下图所示：

从图上可以看出，X 1点产量的单 位 成本 同X 2点

的单位成本是相等的。这样，就可以找出代替方案的

最低必要产量。因为K 等于K′，所以根据划分了的固

定成本和变动成本，首先计算现有方案和代替方案的

产品单位成本，然后推导出成本同值点公式：

（其中，K =现有

单位成本：K′=代替方案的单位成本； V、 V′为单位变动成

本；F、 F′为全部固定成本；X 1、 X 2为产品产量）

现有产量为X 1时，其单位 成 本K同 产量为X 2的

代替方案成本K′相等，则可由下式求得X 2：

上图表明，产量如果在重合点以上，显然代替方

案有利。即使产量在成本重合点以下，但只要在同值点

上，仍然可以维持原来的单位成本。这样，成本同值

点分析就有助于找出代替方案的最低必要产量，以 便

于领导者做出决策。我们还可以在计算出代替方案的

最低必要产量的基础上，算出由于增加产量而使成本

降低的数额。

例如，某企业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不得不增加

设备，固定成本将由 目 前 的16，000元 增加到20，000

元，代替方案中的单位变动成本为15元，目前的产品

单位成本为25元，产量为1，900件。那么，若采用代替

方案，最低必要产量多少才能使其同现有单位 成本相

等？如果采用新方案，在此基 础 上，生产2，500件产

品，能否使成本降低？

根据成本同值点公式，我们可以计算上述 问题。

最低必要产量X 2为：

通过成本同值点分析，可以推导计算 出用于决策

的数据，对于现代化管理来说，是不无帮助的。

三、成本最小点分析

什么叫成本最小点？为便于理解，现以成 批 生产

中 ，一次投产的最优批量为例，说明成 本最小点的原

理以及计算方法。

一次投产的最优批量是测算某种产品以 多大批量

投入生产才能使成本最低的批量，每批投 入量过大或

过小都会增加成本。产品投入批量与成本之间 存在着

两种变化规律不同的费用支出。

1.随着产品投入批量的扩大而增加 的费用，如在

产品的保管费用，资金占用利息等储存成本。设投入

M
批量为M ，则M 越大，产品平均储备量2 也越 大，由

此引起上述费用增大。以 A 代表它的全年总费 用，则

A = -M2 ×C。（C是每单位产品所需要的 全 年保管费

及资金占用利息等储存成本）。

2.随着投入批量扩大而减少的费用，如一批产品

投产所需要花费的准备成本F，投入 批量越大，全年

投入次数越少，支出的准备费也必 然减 少。以B代表

S
它的全年总成本，则B=

c-m
×F。其中，S是全年该产

M

品的总产量。综合以上两种费用为Y ，即Y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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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成本点分析，就是要计算出在

以上两种费用相互作用下，总成本最低时的每批产品

投入量，其计算公式为 K 表 示 最优

投入批量（该公式是根据 2 阶 导 数 求 最小值原理推

出，这里不对过程做详细推导）。

如某企业某产品的全年计划总产量 为2，000单位，

每储存一台半成品的储存成本为 5 元，投入一 次所需

的准备费为50元则投产的最优批量K

计算表明 ， 每批投入200台，全年的成本最 低，代

入公式

每批投入量无论大于或小于最优投 入 批量200台

份，全年的储存成本和准备费都会 高于1，000元，现 将

不同投入批量下的成本情况列表如下：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做成本最小点图如下：

成本最小点指明了在两个成本项目发生方向不同

的变化时，如何使总成本最低，这种分析，不仅可用

于分析最优投入批量，而且还可以用于决定机器最 优

开动率，决定维修费等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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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定型产品生产单位

盈亏分界点的计算  

北京市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公司

张玉凤

我单位主要承担修配任务，无 定型产品，生产任

务不足时就会出现停工损失。在实行承包经济责任制

时，需要确定产值、利润等经济指标， 为了核定这些

指标和加强经济管理，必须计算盈亏分界点。一般的

盈亏分界点计算公式是计算一种或多种定型产品盈亏

分界点的产量或销售额。对我们 这类型的单位，这些

公式不适用，只能应用产值这个综合指标来表示盈亏

分界点，现将无定型产品的盈亏 分界点产值计算公式

推导如下：

设：Q 为总产值，Q。为盈亏分界点产 值， F为总

固定费用，F x为有效 固 定 费用（在生产任务不满载

的情况下，需 要引进有效固定费用这一概念，它指的

是总固定费用中，与承 担 的生产任务有关而摊入产品

成本的那一部 分。）， L 为产 值 利 润，D为停工损

失， R Q - F x为产值有效固定费用率， R Q - L为产值利润

率

当不盈不亏时，总 产 值Q就是 盈 亏 分 界点产值

Q 0，即：

将此式代入上两式

停工损失等于总固定费用和有 效固定费用之差，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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