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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产品成本概念 完善成本计算方法

【摘要】成本对于补偿耗费、反映工作质量、制定产品价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科学规范成本的相关概念，合理确定

成本核算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待成本会计能够在经济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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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无处不在，搞好成本的预测、决策、计划、控制、核算、

分析与考核，对于补偿耗费、反映工作质量、制定产品价格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科学地规范成本的相关概念，合

理确定成本核算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成本的相关概念问题

到底什么是成本、什么是产品成本、什么是制造产品成

本、什么是生产产品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在 2001年的

《企业会计制度》中，只给成本和费用下了定义：成本是指企业

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费用是指企业为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企

业会计制度》中并没有对产品成本、生产成本、制造成本等相

关成本概念进行规范，只是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分别给出了

定义但又不尽相同。

比如：《成本会计》（罗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

年 9月第一版中给产品成本下的定义是，产品成本是为生产某

一种产品（获得某一实用价值）而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金价

值———个别物化劳动和个别生产者必要活劳动，并应从其销

售收入中得到补偿的价值。从管理和核算损益的角度，将产品

成本按费用发生的阶段、形式与范围，分为生产成本和期间成

本两部分。期间成本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工

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或制造成本），指企业为生产各种产品（产

成品、半成品、劳务等），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直接的

相关的经营支出和耗费并应从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的价值。

《成本会计》（万寿义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0年 2月第二版中是这样定义产品成本的，产品成本就其

实质来说，是产品价值中的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为

自己劳动所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期间成本也称期间费用，又

称为非产品成本或制造成本，是与产品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

系的成本。期间成本不计成本，而是直接归入当期损益的本期

费用。

《成本会计学》（于富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将成本的经济实质概括为：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

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

现，也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耗费的资金总和。为生产一定

种类、一定数量产品而支出的各种生产费用的总和就构成了

产品的生产成本。

从以上三部权威性的成本会计教材的观点来看，罗飞主

编认为产品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而万寿义主编认

为产品成本不包括期间费用，也就是产品成本即为生产成本；

于富生主编则只给成本和产品生产成本下了定义，笔者的理

解是他认为产品成本即为生产成本。笔者认为，成本是一个经

济的范畴，不仅包括产品成本还包括存货成本、重置成本等一

系列的成本，生产成本即制造成本，是一个小的生产单位发生

的成本。成本包括产品成本，产品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即产品

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还包括期间费用。应该是：成本寅产品

产品寅生产成本。

二、辅助生产费用分配中计划分配法存在的问题

关于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问题，大家都会想到最常用的

五种方法，即直接分配法、代数分配法、一次交互分配法、计划

分配法和顺序分配法。其中，计划分配法是按照计划单位成本

计算、分配辅助生产费用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下辅助生产

为各受益单位提供的产品或劳务，一律按产品或劳务的实际

耗用量和计划单位成本进行分配；辅助生产车间实际发生的

费用，包括辅助生产交互分配转入的费用在内，与按计划单位

成本分配转出的费用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辅助生产产品或劳务

的成本差异，可以追加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为

了简化计算工作也可全部记入“管理费用”科目。

为了简化计算工作，将辅助生产实际费用全部记入“管理

费用”科目，这样看似简单，但企业操作起来有很大的随意性，

可用于随意调整利润。对差额为多少时企业可以采用这种方

式没有明确的规定。另外，即便是将差额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

的各受益单位，是按原来计划成本下分配额的比重进行二次

分配还是按实际的耗用量分配给各辅助生产以外的部门，又

是一个问题。如果按原来计划成本下分配额的比重分配，那就

会形成计划基础上的计划，二次分配的结果更加不准确。所以

笔者认为，到了期末相关实际资料都已经形成，辅助生产费用

按计划分配法分配形成的差额就应该按实际耗用量进行二次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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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造费用预算分配率法存在的问题

制造费用预算分配率法又称为年度计划分配率法。预算

分配率法是指以企业制造费用预算和各种产品的定额工时为

标准（或标准工时为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一种方法。预算分

配额与实际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平时留在“制造费用”科目

中，年末再按照各种产品已经分配数的比例计入 12月份成本

中。按预算分配率法分配制造费用时，制造费用分配率的计算

使用的是计划数，分配结果已不是很准确，年末又将其全年实

际制造费用额与预算制造费用的差额按预算分配率法的比例

分配至各种产品中，这就使原来不是很准确的分配结果更加

不准确。笔者认为，到了年底，一切实际指标均以变成已知，就

不应该再按预算数分配，应按实际指标来分配差额，缩小由于

预算不准确而造成的差异。

例 1：某企业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全年预算制造费用总

额为 58 000元，全年实际制造费用总额为 69 000元，按预算

分配率分配的制造费用为：甲产品 30 000元、乙产品 27 000

元。产品实际产量下的实际工时为：甲产品 14 000小时、乙产

品 16 000小时。

按目前制造费用预算分配率法，制造费用差额为 12 000

元［69 000-（30 000+27 000）］，应按原分配结果的比例进行二

次分配。即甲产品的分配额为 6 315.79元［12 000/（30 000+

27 000）伊30 000］；乙产品的分配额为 5 684.21元［12 000/

（30 000+27 000）伊27 000］。而按实际指标数分配差额，甲产品

的分配额为 5 600元［12 000/（14 000+16 000）伊14 000］，乙产

品的分配额为 6 400元［12 000/（14 000+16 000）伊16 000］。按

预算数与按实际数分配的差额，甲产品为 715.79元（6 315.79-

5 600），乙产品为-715.79元（5 684.21-6 400）。

表面上看，两种方法分配的结果只有几百元的差异。如果

全年制造费用是上亿元，那就可能是上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的

差异了。那么，对于一个小企业来讲，这应该是具有实质性影

响的差额。

四、分步法下的成本还原问题

产品成本若采用综合逐步结转分步法计算，那么完工产

品成本项目的构成就不是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数额。其中，

原材料（或半成品）项目所反映的成本就是一个部分滚动的综

合成本，燃料和动力、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费用项目只是最

后一步骤的发生额。成本计算的步骤越多，完工产品成本中原

材料（或半成品）成本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完工产品成本项目

的构成就越不真实。核算成本的目的不仅是获得计算结果，企

业还需要这些数据为企业经营预测、决策、分析、考核、提供依

据，所以要求将综合逐步结转分步法完工产品的原材料（或半

成品）项目还原为最初原始构成项目，即进行成本还原。所谓

成本还原，就是将产品耗用各步骤半成品的综合成本逐步分

解还原为原来的成本项目。对于如何进行成本还原，大部分成

本会计教材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认为成本还原方法有两种：

一是按半成品的各成本项目占全部成本的比重还原，即根据

本月产成品耗用上步骤半成品的成本乘以还原分配率计算半

成品成本的还原方法；二是按各步骤耗用半成品的总成本占

上一步骤完工半成品的总成本的比重还原，即将本月产成品

耗用上一步骤半成品的综合成本按本月所生产这种半成品的

成本结构进行还原。

例 2：某企业的成本分别通过上述两种成本还原方法计

算的结果如下：

1. 按半成品的各成本项目占全部成本的比重还原，结果

见表 1。

2. 按各步骤耗用半成品的总成本占上一步骤完工半成

品的总成本的比重还原，结果见表 2。

上述两种方法进行的成本还原，只要分配率的小数位数

保留得足够多，其计算结果就是基本相同的。比如，产成品成

本中半成品项目的材料项目还原，第一种方法下是：（36 789衣

57 826）伊56 200=35 754.54；第二种方法下是：（56 200衣57 826）

伊36 789=35 754.54。

两种方法的计算方式只是先算除法还是先算乘法的区

别，其实质是一样的。所以，笔者认为不能称之为两种成本还

原计算方法。如果称为两种计算方法，企业第一年先按乘法计

算，第二年先按除法计算，那么就属于会计方法变更，企业就

会将本不属于实质变更的问题，按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调整。另

外，完工产品成本中包括本期发生的费用，也包括期初结存的

成本，如果要详细进行还原，应该是将产品成本中综合成本部

分分为期初和本期发生两部分，分别按上月和本月半成品结

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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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

直接材料

半成品

燃料及动力

直接工资

制造费用

合计

还原前
产品成本

56 200

14 320

12 218

4 762

87 500

本月生产
半成品成本

36 789

12 004

8 763

270

57 826

还原分配率

0.636 202

0.207 588

0.151 541

0.004 669

1

半成品
成本还原

35 754.55

11 666.45

8 516.60

262.40

56 200

还原后
总成本

35 754.55

25 986.45

20 734.60

5 024.40

87 500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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