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指标的代替”，替代的顺序“从数量指标

到质量指标”等一些具体原则。言下之意，就

是认为质量指标依赖于数量指标，要先替代数

量指标，后替代质量指标。笔者认为，即使此

原则成立，也难免碰到应用上的困难。首先，
目前还没有一个绝对标准足以正确划分数量指

标和质量指标。其次，一个经济指标往往包含

两个以上的数量和质量因素。由此可见，指标

依存关系本身的确定并不容易，以此来确定替

代顺序不是更加困难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连锁替代法的替代顺

序应根据分析工作的目的来确定，即根据经济

管理的具体要求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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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家 祐

定额成本法是我国五 十 年代从苏联引进的。而苏

联的定额成本法，是从标准成本制中 派生出来的。定

额成本法与标准成本制 之间的这种继承关系，决定了

它们二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功能和实施环节。二者既都

是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又都是成本控制的手段。二

者都在事先规定产品应该发生的成本，以此作为控制

成本的依据，并据以计算和分析成本差异，追查发生

差异的原因，落实责任所在，以便采取措施，挖掘潜

力，不断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定额成本法是一种实际成本法，与其他实际

成本法一样，计算的是产品的实际成本。在标准成本

制下，一般只计算产品的标准成本，而不计算实际成

本。

二、定额成本法比较偏重于产品成本的计算，标

准成本制则主要着眼于加强成本控制。

三、实行定额成本法时，一般 在帐内核算产品的

实际成本，成本差异则在帐外核算，或只在帐内进行

明细核算，而且在会计报表中不作单 独反映。实行标

准成本制时，成本差异则在 帐内核算，而且为此设置

专门核算成本差异的一级帐户，并详列于利润表中。
四、在定额成本法中只按成本项目 计 算 成 本差

异，容易出现一种原因造成的有利差异掩盖另一种原

因造成的不利差异的现象。譬如，供应市场跌价造成

的材料价格负差异-60，000元，会掩盖企业生产车间

严重浪费造成的材料用量正差异 50，000元，而在正负

差异两相抵 销 后只 表 现为材 料 脱 离定 额 负 差异

-10，000元（有利差异），从而模糊成本监 控人员的

视线。在标准成本制中，则既按成本项目计算成本差

异，又按差异发生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这 样可以提

供更为详细的成本差异信息，便于落实成本责任，便

于追查原因，采取措施，消除实际与预计之间的偏差。

五、实行定额 成本法同实行其 他 实 际 成本法一

样，会将本期成本控制的功过，通过期末库存产成品

和期末在产品，转嫁到下期或 以 后若干 期的 利 润中

去。譬如，本期成本控制不力，产品实际成本很高，

但这批产品全部或部分在下期销售，这就使下期的利

润大为下降，或甚至发生亏损；而本期销售的产品，

全部或部分是上期生产的，而上期的各项工作做得很

好，实际成本很低，这样就会出现本期浪费严重而利

润很高的反常现象，使会 计信息报导失实。在标准成

本制下，如果在成本差异处理方面 象一般企业那样，

将当期发生的各项成本差异全部作为当期销货成本的

一部分，就不会出现这种不合理现象。

六、定额成本法要求将各种脱离定额差异和定额

变动差异分配给各种产品，并在每种产品的期末在产

品、期末产成品和本期已销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这样

必然在期末增加不少核算工作量，并影响会计报表的

及时编报。实行标准成本制时，则与此不同，一般不

要求分配成本差异，不计算产品的实际 成本，只按标

准成本进行期末在产品、期末库存产成品和本期已销

产品的计价，使产品成本的计算既简便，又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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