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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量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差量分析法是通过对两个备选方案预期收入和预期成本

的计量，在分析各方案差量收入和差量成本的基础上，从中选

择最优方案的方法。它的基本程序如表 1所示：

方案玉和方案域是互斥方案，假设它们的利润分别是 P1

和 P2，那么两个方案的利润差可表示如下：

P1-P2=（TR1-TC1）-（TR2-TC2）=（TR1-TR2）-（TC1-

TC2）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两个方案的利润差其实就是它们差

量收入与差量成本之间的差额。进一步分析可得出结论：

如果差量收入跃差量成本，也就是方案玉的利润跃方案域

的利润，优选方案玉；反之，如果差量收入约差量成本，优选方

案域（差量收入=差量成本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实际意义，

在此不再讨论。）

采用差量分析法，不需要计算出各方案的实际收益，只要

能够计算出它们的差量收入和差量成本，就能评选出最优方案。

计算过程简单，准确率高，因此在实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差量分析法在生产决策中的应用

1援 亏损产品应否停产的决策。亏损产品是指其收入低于

按照完全成本法计算的销售成本的产品。对于这个决策，一般

是分成三种情况进行分析：淤企业已具备生产亏损产品的能

力，并且该能力无法转移，解决方法是比较该产品的售价与单

位变动成本的大小，只要售价大于单位变动成本，就可以继续

生产；于企业已具备生产亏损产品的能力，但生产能力如果不

用于生产亏损产品，可用于其他方面，解决方法是将用于其他

方面的收益从该产品的贡献毛益中减去，看结果是否大于零，

如果大于零，就继续生产亏损产品，否则就把生产能力用于其

他方面；盂企业尚不具备生产亏损产品的能力，这时除了比较

售价和变动成本之外，还得看扩充生产能力所增加的固定成

本是多少。

上面所分析的三种情况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的。其

实，完全可以用差量分析法来处理上述三种情况。分析过程如

表 2所示：

上表中，TR指亏损产品的收入，TC指继续生产亏损产

品的有关成本（TC=BC+JC+GC）。在停产方案中，相关收入

和成本都为 0。第淤种情况下，在生产方案的相关成本中只有

变动成本；第于种情况下，相关成本包含变动成本和机会成

本；第盂种情况下，相关成本包含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最终，

如果 TR跃TC，继续生产亏损产品；否则，放弃生产。

2援 特殊订货应否接受的决策。特殊订货是指价格低于产

品单位完全成本的订货。如果用差量分析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两个互斥方案应该选择“接受”和“拒绝”。如果接受特殊订货

不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订货，其处理方法跟“亏损产品应否停

产的决策”所出现的三种情况完全一样：不影响到生产能力且

能力无法转移，在相关成本中只考虑变动成本；如果生产能力

可以转移，还需考虑机会成本；如果接受订货需要扩充生产能

力的话，相关成本就是特殊订货的变动成本加上扩充能力所

增加的固定成本。而对于“拒绝”方案，相关收入和成本都为

0。以上决策过程跟企业的正常订货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如果接受特殊订货超出企业的剩余生产能力，而企

业的生产能力有限，只能以牺牲部分正常订货为代价。这时，

所牺牲的这部分正常订货量就是相关业务量了，在采用差量

分析法时需要考虑它的收入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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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差量分析法是决策中常用的方法，本文通过举例分析其在具体生产决策中的三个应用，认为可以把差量分析

法作为解决生产决策问题的统一方法。同时，本文也指出了在应用差量分析法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以期有助于其理论

的完善和应用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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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差量分析法基本程序

相关收入

相关成本

方案玉

TR1

TC1

方案域

TR2

TC2

差量

TR1-TR2

TC1-TC2

表 2 亏损产品应否停产决策的分析过程

相关收入

相关成本

变动成本

机会成本

固定成本

生产

TR

TC

BC

JC

GC

停产

0

0

-

-

-

差量

TR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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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3中，如果最终的差量收入大于差量成本，应该接受

特殊订货；否则，不能以牺牲正常订货为代价去满足特殊订货

的要求。

3援 半成品是否深加工的决策。这个问题是对于那种既可

以直接出售，又可以经过深加工变成产成品之后再出售的半

成品所做的决策。同样也可以用差量分析法进行分析。两个

互斥方案可以选择“深加工”和“立即出售”。“深加工”这个

方案的相关收入是产成品的出售收入，相关成本的处理同

“亏损产品应否停产的决策”，也要考虑继续加工的变动成本、

机会成本和固定成本的大小；“立即出售”方案的相关收入是

半成品的出售收入，相关成本是 0。最终，比较差量收入和差

量成本做出是否深加工的选择。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

考虑半成品的加工成本，这是因为半成品的生产成本是已经

发生的沉没成本，无论选择哪个方案，它都已经发生并且无法

改变，所以在进行方案的优选时，相关成本中不需要考虑它的

大小。

以上三个决策，是生产决策中较为复杂的问题，其他的决

策如“联产品应否进一步加工的决策”、“设备出租或者出售的

决策”等等都可以用差量分析法来解决。只要掌握了差量分析

法的精髓，以不变应万变，很多生产决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三、应用差量分析法时要注意的问题

1援 差量分析法的局限性。从表 1差量分析法的决策过程

可以看出，它只能用于两个方案之间的择优。如果决策者面对

的是三个甚至三个以上的方案，只能寻求其他的方法替代，或

者俩俩采用差量分析法比较，最终择优。而且，从上面的分析

可以看出，差量分析法应用原理简单，因此在生产决策中应用

非常普遍，可用于替代很多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任何决

策而言都是最简便可行的方法。当面对个别生产决策问题，比

如说“不同生产方法的选择”，这时采用“成本无差异点法”解

决更为简便。

2援 差量分析法应用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1）“相关收入”和“相关成本”的计算。应用差量分析法的

关键点，就是要计算出互斥方案的相关收入和相关成本。在计

算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相关”量的选择，把不相关的收入和

成本剔除出去。比如说，在“亏损产品应否停产的决策”中，盈

利产品就属于决策无关量，它的收入和成本与亏损产品没有

任何关系，不应该出现在互斥方案的相关收入和相关成本中；

在“特殊订货应否接受的决策”中，没被影响到的正常订货就

是决策无关量，不需要考虑它的收入和成本；在“半成品是否

深加工的决策”中，半成品的加工成本是沉没成本，进行方案

择优时不需要考虑它的大小。

（2）互斥方案的选择。应用差量分析法，首先要找出两个

互斥方案。互斥方案的选择不同，相关收入和相关成本的构成

就不一样。例如，星雨公司生产 A产品，该产品预计年销售收

入总额为 120 000元，年变动成本总额为 85 000元，会发生经

营亏损为 15 000 元。公司已经具备生产 A 产品的能力，如

果停止生产 A产品，可将该生产能力用于对外出租，预计年

收入为 60 000元，成本为 35 000 元。问应否停产 A产品？这

个简例可以认为是“亏损产品应否停产的决策”，也可以当成

“生产能力合理利用的决策”。分析角度不同，互斥方案的选择

就会不一样。如果用差量分析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可

供选择，如表 4和表 5所示。

上面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选择的互斥方案不

一样，相关收入和相关成本的构成就出现了不同。但是，所得

出的结论是一样的，那就是继续生产 A产品，这样相对于停

产 A产品，将生产能力对外出租能够多给企业带来 10 000元

的收益（或者少损失 10 000元）。

3援 差量分析法的扩展应用。差量分析法的应用前提是有

两个方案的收入和成本的资料。但是某些决策，比如说“零部

件自制或外购的决策”，只有自制和外购的相关成本，却没有

收入方面的资料。这时就要应用差量分析法的扩展，也就是

“差量成本分析法”了。采用差量成本分析法，只需要比较两个

互斥方案的相关成本，哪个方案的成本低，这个方案就是最优

方案。

虽然差量分析法有它自身的固有缺陷，而且对某些决策

问题而言，差量分析法不一定是最优的方法。但它由于应用原

理通俗易懂，分析过程简单，可以作为解决生产决策问题的统

一方法，这样既统一了生产决策的方法体系，同时也提高了决

策的效率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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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冲击正常订货决策的分析过程

接 受

TR1=特殊订货量伊特

殊订货价格

TC1=SC1+ZC1

SC1=在剩余生产能

力之内的订货量伊单
位变动成本+冲击到
的正常订货量伊单位
完全成本

ZC1=追加订货所需

承担的运费尧 违约费
等额外成本

拒 绝

TR2=冲击到的

正常订货量伊正
常销售价格

TC2=SC2

SC2=冲击到的

正常订货量伊单
位完全成本

-

差 量

TR1-TR2

TC1-TC2

相关收入

生产成本

相关成本

专属成本

表 4 方法1：从亏损产品应否停产的角度

相关收入

相关成本

变动成本

机会成本

生产

120 000

110 000

85 000

25 000

停产

0

0

-

-

差量

120 000

110 000

表 5 方法2：从生产能力合理利用的角度

相关收入

相关成本

变动成本

生产

120 000

85 000

85 000

出租

6 0000

3 5000

-

差量

60 000

50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