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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进成本核算、 报表设计

和指标考核之我见

黄继承

以往在成本核算、报表设计、指标考核上，

为计算方便，在各项目间作了一些合并，使之

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产环节和物质要素相脱离，

不利于对物耗的控制和成本的考核。随着经济

的发展，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本文对此提出几

点改进意见。

一、材料采购发生的采购人员差旅费，专

设采购机构的经费，支付的市内运输费，应计

入材料的采购成本。因为在材料采购过程中发

生的费用，属于材料的采购支出，列作企业管

理费而不计入材料采购成本，不能全面反映材

料采购的实际成本，已不能适应现代化管理的

需要。这样改变后，有利于财务监督，加速资

金周转。
二、在企业管理费和车间经费一级科目下

设“生产性费用、非生产性公用费用”两个二

级科目，在费用表上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反映。
过去，企管费或车间经费的 非生 产性 公用费

用，认为在企业全部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大，

对它重视不够，管理偏松。其实，我们能压缩

也必须压缩的就是非生产性公用费用。因此，
有必要在成本核算和费用报表中区分生产性费

用和非生产性公用费用。
三、改变成本报表项目的合计方法： 1 、

把成本项目分为物质消耗类和费用类二种。原

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是物质消耗类，

工资、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车间经费、企业

管理费是费用类。2 、物质消耗类各项下分产

品名称设明细科目核算。原材料及辅助材料项

下设“钢材”、“水泥”、“木材”、生铁等；

燃料及动力项下设“煤炭”、“石油”、“燃

气”等；电力项下设“电”等。这种成本合计

办法有两个特点，第一，行业主管部门可按月

公布物质消耗情况，便于同行业中对比；企业

通过信息反馈，作出下期成本预测。第二，可以

迅速分析出物质消耗高的主客观原因，以便制

定措施，加强控制。

四、把“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指标分为

“物质消耗降低率”和“费用降低率”两个指

标。我们年年公布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达 1 ～

2 %，可实际上降不下来，成为一个空经济指

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商品经济下，成本

高低受市场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各企业盈

亏情况不能真正反映其对社会的贡献。因而必

须剔除同企业及个人的主观努力无关的各种客

观因素的影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分为

“物质消耗降低率”和“费用降低率”，为合

理考核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提供了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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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宁夏银南函授站采 用 函授、

刊授、电教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系统地授完了会计

学原理、 工业会计、 预算 会 计、统计学原理和财会数

学等七门课程：经过考试，学员 及格率达95% ，被学

校评为先进函授站。银南地区对函授站做 出了突出成

绩的吴忠市、 青铜峡市、盐池县 3 个集体、 4 名先进

工作者和24名优秀学员进行了表彰。  （高松玉）

△安徽省当 涂县财政会计学会，帮助驻地部队举

办财会人员培训班，清理农场财产物资，建立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和基础工作，完善会计核算程序和经济核

算体系，受到部队领导和财会人员的好评。  （范毓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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