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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改革新探

欧阳清  陈福义

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成本核算改

革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近来有些企业

已开始对传统成本核算方法作了某些改革，在

内部核算中，有的用标准成本计算，也有的用

责任成本计算，还有的用直接成本计算，并取

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如何针对我国的实际情

况，既适应宏观经济管理又满足微观经营管理

的需要，把以上这些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还

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结 合上 作进一步探索。这

里，我们提出一种成本核算改革方案，基本内

容是：

（一）加强成本控制，把成本核算与成本

目标管理结合起来

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重在产品成本的事后

综合反映，成本核算时间与 成 本形 成时间脱

节，不能及时揭露成本差异。随着成本目标管

理的推行，成本核算的着重点必须从事后核算

转移为事前、事中控制上，以充分发挥成本核

算在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根据成本目标管理的要求，在那些具备条

件的企业，应实行目标成本会计。这种成本会

计，要求健全各种消耗定额，制订计划价格，
编制费用预算和各种产品的目标成本（标准成

本或定额成本），作为控制成本的根据；在生

产过程中发生费用时，要及时组织成本差异的

核算，并分析成本差异的原因，以便采取相应

措施，控制成本，实行成本预防性管理；在这

种成本会计制度下，产品实际成本是由目标成

本和成本差异组成的。

实行目标成本会计，对“原材料”、“基

本生产”、“产成品”等帐户，均按实际采购

或加工数量上的标准成本记帐，设置“材料价

格差异”和“产品成本差异”帐户。“产品成

本差异”帐户是用来反映本期产品实际总成本

与实际产量的标准总成本的差异，该帐户下设

“材料价格差异”、“材料数量差异”、“半

成品数量差异”、“直接 人 工成本差异”和

“变动制造费用差异”等五个二级帐。“材料

价格差异”帐户则用来反映采购供应过程中发

生的实际采购成本与实际采购数量的标准采购

总成本的差异的发生额和结转额。这两个差异

帐户的借方归集差异的发生额，贷方登记差异

的结转额。不利差异记 蓝 字，有利差异记红

字。月末，将“产品成本差异”帐户借方发生

额全部贷转到“销售”帐户的借方。材料价格

差异的结转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价格差

异全部结转给本期产品和专项工程成本负担，
以便简化核算，正确考核供应部门当期工作质

量对成本的影响；另一种是根据本期材料实际

消耗量来结转，只有那些生产和管理部门耗用

的材料的价格差异，才从“材料价格差异”帐

户的贷方转到“产品成本差异”帐户的借方。
各成本责任单位应设置明细帐反映材料数量差

异、半成品数量差异、直接人工成本差异、变

动制造费用差异。这些成本差异的处理方式，
应根据企业的生产特点、组织结构和管理水平

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来考虑，不能用一个模式去

套，强求统一。这里介绍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方式：各种成本差异不必在产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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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摊配，可由各成本责任单位将差异平行结转

到厂部财务部门，经财务部门汇总之后，按各

种完工产品的标准成本比例进行分配，以计算

各完工产品的实际成本。成本差异分配方法有

两种：

（ 1）综合法，即将成本差异总额按各种

完工产品的直接标准成本比例分配，计算公式

如下：

（ 2）分项法，即将各成本项目的成本差

异额按各种商品产品完工产量该成本项目的标

准成本比例分配，计算分式如下：

某种产品完工产量应分配
=
该产品完 工 产 量 的 分配率

的某成本项目 成 本 差 异
=

该成本项目标准成本 ×

综合法计算比较简便，但这种方法将使各

种产品成本超降率完全一样。如果各成本项目

超降率相差悬殊，应采用分项法进行分配比较

合适，以避免各种产品成本超降平均化。
第二种方式：各成本责任单位对材料、半

成品数量差异，凡是可以直接按产品品种划分

的，就直接计入各种产品成本；不能直接按产

品品种划分的，则应按实际产量的材料、半成

品的标准成本比例进行分配。其他成本项目的

成本差异，不必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月末，
各成本责任单位应将各种产品的材料、半成品

的数量差异，以及其他各成本项目差异结转到

厂部财务部门。财务部门对材料、半成品的数

量差异可直接按产品品种汇总；直接人工成本

差异、变动制造费用差异经汇总之后，可按以

上第一种方式中的分项法进行分配，以计算各

完工产品的实际成本。
必须指出，如果上级要求提供按原始成本

项目反映的成本资料时，对各种商品产品应分

摊的半成品数量差异，应按该半成品的标准成

本结构进行分解，计入各产品有关成本项目。

其实，这种分解只是为了了解产品成本结构的

情况，对于企业成本管理的 意义 则 不大。因

此，凡是不需要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成本资料

的企业，可将半成品数量差异并入直接材料成

本。这样不仅在核算手续上较为简化，而且又

有利于企业的成本管理。

（二）加强责任成本核算，把成本核算与

厂内经济责任制结合起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为适应企

业推行厂内经济责任制的需要，必须改革过去

那种在成本责任上是“大锅饭”的产品成本核

算制度，实行责任成本核算，把成本核算的着

重点从计算各产品成本转移为计算各责任单位

的成本，以确定责任单位的工作成绩和经济效

果，否则厂内经济责任制，就会失去科学的管

理基础。这就要求按企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成本开支的权力和责任，确定成本责任层次，
建立成本责任单位，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责任

成本体系；在实行目标成本会计的基础上，将

产品标准成本和费用预算，分解落实到各责任

单位，形成责任成本预算，使各责任单位明确

各自的目标和应该完成的任务；各责任单位领

用材料，互相提供产品或劳务，应根据责任分

清的原则，按标准成本转帐，以便正确核算和

考核各责任单位经营成果；在成本计划的执行

过程中，应按成本责任归属来记录、计算、归

集、报告各种成本差异，使成本资料不仅能说

明成本超降的原因，而且能直接回答成本的超

降是与哪些=责任单位的工作质量有关。这就为

正确评价和考核各责任单位的工作成绩提供了

可靠的数据，做到奖惩有据，尝罚合理，从而

开创人人关心降低成本，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

益的新局面。
按责任成本核算的要求，厂部财务部门在

“产品成本差异”帐户 下 应 设 置棋盘式二级

帐，按责任 单 位 分 专栏反映各成本项目差异

数，以便了解责任成本预算的执行情况。各责

任单位为了了解本身责任成本 差 异 额及其原

因，掌握期间费用预算执行情况，反映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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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用水平，应设置“基本生产、产品成本

差异和期间费用联合明细帐”。月末或旬末，
各责任单位应编制责任成本预算执行报表，反

映本单位的标准成本和编离标准的差异，并根

据例外管理原则，重点剖析例外差异，使上一

级和责任者本身明确责任成本预算执行情况，
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调

节当前的实际行动。
（三）将直接成本与期间费用区分开来，

使成本核算适应成本预测、决策和分析的需要

直接成本与期间费用，它们一般是属于不

同的成本性态。前者与产品生产数量的增减有

着直接关系；后者在一定范围内同产品数量增

减无关，它是与制造期间成比例关系的。由于

两者成本性态不同，成本控制方式也不一样，
在成本会计上理应将直接成本与期间费用区分

开来，并对它们采取不同的核算方式，尽量减

少无效的计算工作量，为企业改善管理和提高

经济效益提供有用的信息。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成本会计的管理职能作用，适应成本预测、决

策和分析的需要，以满足生产经营型企业内部

经营管理的要求。
按照直接成本 与 期 间费用分开核算的要

求，应设置“变动制造费用”、“期间费用”

两个帐户，以取代“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

费”帐户。将车间经费中的变动部分及其他变

动制造费用记入“变 动 制 造费用”帐户的借

方；月末从贷方全部转出，其中，实际加工数

量上的标准变动制造费用借记“基本生产”帐

户，差异借记“产品成本差异——变动制造费

用差异”帐户（不利差异记蓝字，有利差异记

红字）。把车间经费中的固定部分与企业管理

费合并，记入“期间费用”帐户的借方，月末

全部转入“销售”帐户的借方。各成本责任单

位之间半成品的转移，以及产成品的增减，均

按直接标准成本计价。月末，为了对库存产成

品进行正确计价，以便按完全成本计量利润并

编制财务报表，应将日常按直接成本计算的库

存产成品按以下两种方法调整为正常完全标准

成本：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比较简便，但是，如果企业各

种产品的工艺过程不同、各步骤期间费用分摊

率也相差较大，就应采用第二种方法，以便正

确计算期间费用调整额。这就要求企业不仅要

制订单位产成品的直接标准成本，而且还要确

定单位产品完全标准成本。
对期间费用调整额的帐务处理方法是：当

库存产成品增加时，应 按调整额借记“产成

品”帐户，贷记“销售”帐户；反之，如果库

存额减少，则应将期间费 用调 整 额借记“销

售”帐户，贷记“产成品”帐户，以便按完全

成本正确进行库存产成品的 计 价和利润的计

量。
为了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编制商品产品成

本计算表（按产品别），还应将当期发生的期

间费用按一定的分配标准分配到本期完工的各

种商品成本中去，分配标准可以是各种产品实

际产量的直接标准成本；如果企业制订有单位

产品完全标准成本，则可按各种商品产品实际

产量的标准期间费用比例分配。
在以上这种成本核算方式下，本期完工的

商品产品实际完全成本，是由直接标准成本、
产品成本差异和期间费用三部分组成的。它是

根据“产成品”、“产品成本差异”和“期间

费用”三个帐户的借方发生额相加而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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