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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否接受特定订货的简算

方法及其最低售价的确定

聂 新 宇

一、应否接受特定订货的简算方法

目前，对于“应否接受特定订货的选择”都采用

差别收入和差别成本进行对比分析。差别收入大于差

别成本时，接受这一订货，差别收入小于 差 别 成本

时，不接受这一订货。我认为，固定费用对比分析方

法，即用原来的单位固定费用乘以特定订货数量与为

此需追加的固定投资进行对比 分析 更为简单。

当原来的单位固定费用乘以特定订货量大于追加

投资时，接受订货；当原来的单位固定费用乘以特定

订货量小于追加投资时，不接受订货；当原来的单位

固定费用乘以特定订货量等于追加投资时，接受订货

与否，企业都不盈不亏。举例：某厂生产 产 品A ，单

位 售价16元，其单位成本如下：直接材料 5元，直接

人工工资 4 元，制造费用 5元（其中变动费用 2 元，

固定费用 3 元），合计14元。根据目前生产情况，该

企业生产能力还有一定剩余，可以接受追加订货。现

有一客户要求订货2，000件，每 件只出价14元，而且为

此订货还需增购一特殊设备，价款1，500元，试问应否

接受这一订货？

1.利用差别收入和差别成本对比分析如下：

差别收入（2，000 ×14）  28，000

差别成本 23，500

其中：

直接材料（2，000 ×5）  10，000

直接人工工资（2，000 ×4）  8，000

制造费用（变动部分2，000 ×2  〕 4，000

专用设备支出  1，500

差别收入超过差别成本  4，500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应接受该项订货。

2.利用固定费用对比分析如下：

原来的单位固定费用 ×特定订货产量-追加投资

= 3 ×2000-1500= 4500（元）

计算结果也是接受该项订货。

通过上例可以 看出，用固定费用对比分析比用差

别收入与差别成本对比分析简单得多。
从理论上讲，应否接受特定订货是企业在现有生

产能力有剩余，接受订货后单位变动性费用不变，订

货方提出的单价等于或低于现时单位产品成本，而且

需追加特殊设备投资的情况下 作 出 选 择（在不追加

设备投资，或订货价格高于现有单位成本的情况下，

就没有进行选择的必要）。接受订货就意味着这一订

货将能分担原来的固定性费用的一部分，从而使企业

由于每件产品分担的固定性费用的 减 少 而使利润增

加。但为了接受特定订货需追加特殊设备的投资又构

成了这一订货所发生的固定成本，我们把这两个因素

综合起来考察这一订货能否给企业带来收益时，必须

用这一订货分担的原固定性费用所带来的收益和为此

追加设备投资所导致的成本增加额相比较，才能最后

计算其对企业是否有利。可见，用固定性费用对比分

析在理论上也是有根据的，且比差别收入和差别成本

对比分析简单得多。

二、特定订货最低单价的分析确定

从固定性费用的对比分析中可以决定应否接受该

项订货，但有时订货方会在单价上讨价还价，因此必

须知道接受该项订货的最低单价界限是多少，低于这

一界限，就不能接受。
我们知道：

单位利润=单位售价-单位成本

当单位利润为零时，接受此项订货不亏不盈。所

以：
单位售价=原单位成本+追加投资形 成的单 位固定成

本-原单位固定成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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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式代入（1）式，则得：

若仍以前面资料为例，则其最低单位售价为：

当其单位售价为11.75元时，用差别 收入 和差别

成本对比分析的结果使差别收入正好等于差别成本。

可见这两种方法计算结果一致。即在为该项订货需追

加1，500元投资的情况下，当订货方所开单价为11.75
元时，订货企业将不盈不亏。当开价 高 于11.75元时

企业将盈利。当开价低于11.75元时将给企业带 来 亏

损。
同样，由于能计算出可接受的最低价格，我们可

以用上例资料，假如当设备投资支出为8，000元、6，000

元和 0 时、计算出其各自的最低订货单价分别为15元、
14元、11元。把这些单价代入差别收入和差别成本对

比分析中进行验证，也得出同样结果，此时：差别收

入=差别成本。

所以分析特定订货的最低单价界限，不仅在订货

价格低于或等于单位成本时，可据以决策应否接受订

货，而且能据以分析在订货单价高于成本，但为此需

追加更多的投资的情况下，接受订货是否有利。同时

还可据以计算在追加投资既定的条件下，接受订货的

最低价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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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会计记帐方法的要点 及其基本规律

何 郁

预算会计是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使用的一种

专业会计，它采用的记帐方法是“以资金活动为主体

的收付记帐法”.为使初学者准确地掌握这种记帐方

法，本文拟就其概念、要点和基本规律，通过业务实

例，作一简要论述。

“以资金活动为主体”中的“资金”，是指预算

单位在一定时点上结存的资金，它既包括以 实物形态

存在的资金，又包括以货币形态存 在的资金。“以资

金活动为主体的收付记帐法”就是以这些结存类科目

作为“主体科目”。相对而言，非主体科目，指的是

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两类科目。非主体科目起着说明

“主体科目”动向的作用，两者记帐方向必须一致。

要想熟练地掌握这种记帐方法，必须抓住以下几

个要点：

1 .把预算资金分解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

结存三部分，并将会计科目固定划分为三大类。其平

衡公式为：资金来源总额-资金运用总额=资金结存

总额。

2 .预算资金在不断地 运 动变化过程中，不外乎

是两种相对立的情况，非收即付。凡属资金结存增加

的业务，记“同收”；凡属资金结存减少的业务，记

“同付”；凡不涉及资金结存或只涉及资金结存一收

一付的业务，记“有收有付”。

3 .每一项预算资金的收支活动，都 要 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会计科目，运用复式记帐原 理来反映资金

的来龙去脉。

4.在正常情况下，各类帐户所反映 的 余额方向

是不变的。资金来源和资 金结存 两类帐户是 收方余

额；资金运用类帐户是付方余额。

为了论证上述几项要点，并从中找出规律，现举

全额预算管理单位的几项业务实例来说明：

例一，收到财政局拨来经费款 20，000元，存入银行
收：拨入经费  20，000

收：经费存款  20，000

例二，以现金支付给某退休职工退 休金80元。
付：经费支出  80

付：经费现金  80

例三，年终时，将应上交的预算收入款500元，由

预算外存款中支付上缴。

付：应缴预算收入  500

付：其 它 存 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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