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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分析报表的作业成本法改进

【摘要】本文将通过一个完整的案例，说明作业成本法相对于传统成本法的优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适当的解决

方案。

【关键词】作业成本法 传统成本法 颜色成本

龙海涛 褚丽芳

渊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河南煤化工焦煤集团铁路运输处 河南焦作 454173冤

一、案例分析

甲公司是一家制造企业，生产 A、B两种产品，甲公司2010

年的损益表（简表）如表 1所示。制造费用和 A、B产品相关资

料见表 2、表 3。

下面我们将分别计算传统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下 A、B

产品的毛利。

1. 传统成本法。甲公司的传统成本系统将制造费用分配

到产品，管理和销售费用不归集到产品。我们将依次计算并解

释得到 A、B产品毛利的三个步骤。第一步，销售额、直接材料

和直接人工数据与表 2中的数据一致。第二步，传统成本系统

采用全厂间接费用分配率将制造费用分配到产品。全厂间接费

用分配率=制造费用/机器工时数=20 000 万元/20 000机器

工时=每机器工时 1万元。由于 A产品的机器工时数为 17 500，

该生产线分配 17 500万元的制造费用；B产品的机器工时数

为 2 500，该生产线分配 2 500万元的制造费用。第三步，用每

种产品的销售额减去已售产品的总成本得到产品毛利，A产

品毛利为12 315万元，B产品毛利为 5 160万元。

2. 作业成本法。淤确定甲公司的作业有哪些，并确定作

业成本库的资源消耗分布。再将制造费用分配到作业成本库，

即进行第一阶段分配。于计算作业成本率，并根据该指标将

制造费用分配到各个产品对象，即进行第二阶段分配。盂计

算A、B 产品的毛利。A产品毛利为 18 125万元，B 产品毛利

为-990万元。

3. 传统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的比较。由传统成本系统到

作业成本系统的产品毛利变化如表 4所示。

表 3

销售

直接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运费

A产品

53 200.00

18 110.00

5 275.00

1 200.00

B产品

10 800.00

1 390.00

1 750.00

100.00

总计

64 000.00

19 500.00

7 025.00

1 300.00

A、B产品的销售额和直接成本 单位院万元

单位院万元

部门名称

生产部门

间接工资总额

设备折旧

公用事业费

厂房租金

管理部门

管理工资

办公用品折旧

办公楼租金

市场部门

人员工资

销售成本

总费用

金额

10 000.00

6 000.00

2 400.00

1 600.00

8 000.00

1 000.00

1 200.00

5 000.00

1 000.00

总计

20 000.00

10 200.00

6 000.00

36 200.00

表 2 甲公司 2010年度制造费用

科目名称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毛利

销售与管理费用

运输费用

市场费用

管理费用

净经营收入

金额

19 500.00

7 025.00

20 000.00

1 300.00

6 000.00

10 200.00

总计

64 000.00

46 525.00

17 475.00

17 500.00

-25.00

表 1 损益表（简表） 单位院万元

产品毛利要要要传统成本法

产品毛利要要要作业成本法

产品毛利的变化

A产品

12 315.00

18 125.00

5 810.00

B产品

5 160.00

-990.00

-6 150.00

表 4 产品毛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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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成本系统多计算了 A产品的成本，因而得到了较低

的产品毛利；改用作业成本法计算后，A产品毛利增加了 5 810

万元。相反，传统成本系统少计算了 B产品的成本，因而得到

了较高的产品毛利；改用作业成本法计算后，B产品毛利减少

了 6 150万元。

传统成本系统和作业成本系统得到不同的产品毛利，其

原因如下：

第一，甲公司的传统成本系统分配所有制造费用到产品。

这样，两种产品共同分配所有制造费用，不论被分配的成本是

否由相应的产品消耗。在作业成本系统中，产品不消耗的作业

所耗费的制造费用不分配到产品。这样，基于作业的分配能更

加精确地归集产品所耗费的制造费用。

第二，甲公司的传统成本系统采用基于产量的分配基

准———机器工时数分配所有间接制造费用，而机器工时数不

一定能反映实际耗费成本的作业。换句话说，传统成本系统盲

目地将 87.5%的制造费用分配到 A产品，其余的 12.5%分配

到 B产品。例如，传统成本系统将产品设计作业（产品层次作

业）的 87.5%分配到 A产品，即使该产品实际不消耗这类成

本；B产品应该分配全部的产品设计作业成本，而不只是分配

其中的 12.5%。结果显示，传统成本系统高产量产品（如 A产

品）成本过高，低产量产品（如 B产品）成本过低，因为传统成

本系统利用基于产量的分配基准分配批别层次成本和产品层

次成本。

第三，作业成本系统以因果联动为基础，分配产品耗费的

非制造费用到产品。而传统成本系统忽视了这些成本，因为这

些成本被分类为期间费用。

上面的案例分析到此似乎就该圆满结束了，甲公司也可

以据此作出停产 B产品的决策了（B产品是亏损产品）。然而，

事实远非如此。因为即使甲公司停产 B产品，也不可能完全

避免 11 790万元的成本，仍然会耗费其中一些成本，比如厂

房和行政楼的租金、工厂设备的折旧等。这时，我们还得继续

往下分析。

二、作业成本法之改进

作业成本法之改进———基于行为分析的作业成本法。改

进的作业成本法最主要的是利用了行为分析报表。下面，我们

将建立甲公司的行为分析报表。

建立行为分析报表的第一步是第一阶段分配。

第二步，计算所有作业的作业率。对比上面传统的作业成

本法分析，行为分析报表增加了作业率的计算，除了所有作业

成本库的作业率，还将计算每项成本的作业率。行为分析报表

的作业率计算更加详细。

第三步，根据行为分析报表进行产品的制造费用分配。行

为分析报表在计算分配到产品的制造费用时比传统作业成本

法分析更为详尽，传统作业成本法分析仅提供每个成本库的

成本数量，而现在得到一个成本矩阵，能提供更详尽的信息。

此外，行为分析报表还包含简易颜色编码，有助于管理者认定

调整各项成本的难易度。

第四步，建立简易调节编码，以帮助管理人员使用作业成

本法数据。每个成本均被分配了一个简易调节编码———绿色、

黄色或红色，编码反映了成本适应变化的程度。“绿色成本”指

作业发生变化时几乎能自我调节的成本，无需管理行为，如直

接材料、运输成本等；“黄色成本”指作业发生变化时，可以调

节的成本，但需要管理行为，如直接人工、间接工资总额、公用

设施、办公用品折旧、市场部工资、销售费用等；“红色成本”是

指作业发生变化时，很难调节的成本，同样还需要管理行为，

如厂房租金、行政楼租金、设备折旧等。

最后，建立行为分析报表，如表 5所示。右侧的总计量显

示：B产品的 8 550万元制造费用主要由 5 250万元的工厂间

接工资总额和 930万元的工厂设备折旧等组成。行为分析报

表显示，产品或客户的成本对象分配了何种成本，以及作业发

生变化时成本调节的难易程度。

表 5中的成本数据根据简易调节编码排列。所有的绿色

成本（根据变化自我调节的成本）出现在成本列表上方。这些

成本总计 1 490万元，销售额减去这部分成本得到 9 310万元

的绿色毛利。黄色成本、红色成本与黄色毛利、红色毛利的计

算过程也是类似的。如果停产 B产品，需要缩减何种成本以

及缩减成本的难易程度均反映在上述行为分析中。在决定放

弃 B产品之前，负责成本的管理者必须削减这些成本代表的

资源，或者将这些资源转移到公司真正需要的地方———即资

源短缺处。如果管理者不这样做，这些成本可能持续发生。最

后，公司在失去产品销售额的同时却没有真正减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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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销售收入

绿色成本

直接材料

运费

绿色毛利

黄色成本

直接人工

间接工资总额

公用事业费

管理工资

办公用品折旧

市场人员工资

销售成本

黄色毛利

红色成本

厂房租金

行政楼租金

工厂设备折旧

红色毛利

金额

1 390.00

100.00

1 750.00

5 250.00

390.00

980.00

120.00

840.00

40.00

930.00

-

-

总计

10 800.00

1 490.00

9 310.00

9 370.00

-60.00

930.00

-990.00

表 5 B产品的行为分析报表 单位院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