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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ABC）是指以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所进行的

作业为成本归集的中心点，将成本归属到各项作业，再由作业

将成本归属到产品或劳务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作业成本法

最早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宾·库伯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

S.卡普兰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经过二十多年

的发展，作业成本法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中得到广泛的应

用，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相关调查显示，美国有超过 50%的

企业采用了作业成本法。

近年来，我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将目光投入作业成本法的

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实务界对作业成本法的应

用还不太熟悉，作业成本法的会计实践一直滞后于理论研究。

为此，本文以广东东莞粤先机电有限公司为例，解释作业成本

法的应用过程，希望能有助于我国会计实务界尽快推行作业

成本制度。

一、粤先机电公司采用传统成本核算法存在的问题

塑料托盘是现代运输、包装、仓储的重要工具，近几年已

成为物流行业重要的新兴产品。目前国内的塑料托盘生产企

业不断涌现，其中粤先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颇具实力的台资

企业。该公司成立于 2003年，是专业从事塑料托盘产品的研

发、制造及销售的现代化企业。长期以来粤先机电公司一直以

低成本大批量生产各种型号的单面九脚式托盘，近年来由于

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公司又投入资金研发出全新的双面蜂巢

式托盘，该产品生产设计复杂，但获利能力较强，适合小批量

生产。

公司一直沿用传统方法进行产品成本核算，但随着公司

的发展壮大，竞争压力的增加，传统成本核算法的问题日益显

现。下面以 2010年某月公司生产的单面九脚式托盘和双面蜂

巢式托盘为例分析传统成本法存在的问题。该公司有关成本

资料如表 1所示。

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粤先机电以直接人工工时为基础

分配制造费用，得到制造费用的分配率为 14.1，计算过程如表

2所示。

传统成本法下粤先机电单面九脚式托盘和双面蜂巢式托

盘成本计算如表 3所示。

公司采用成本加成法进行产品定价，每个产品设定的预

计售价是其单位成本的 130豫。产品销售价格如表 4所示：

作业成本法的成本核算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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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成本法已无法满足企业决策需要。本文以粤先机电公司

为实例，通过运用作业成本法成功解决了传统成本法在产品成本核算中存在的问题，使企业建立了符合企业管理要求的成

本核算体系，并就企业如何运用作业成本法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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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粤先机电相关产品成本资料 单位院元

项 目

产量渊件冤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月直接人工工时渊小时冤

单面九脚式

10 000

50 000

200 000

-

25 000

双面蜂巢式

3 000

24 000

54 000

-

6 000

合计

13 000

74 000

254 000

437 000

31 000

表 2 制造费用分配 金额单位院元

分配对象

单面九脚式

双面蜂巢式

合 计

分配标准/月直接
人工工时（小时）

25 000

6 000

31 000

分配率

-

-

437 000衣31 000=14.1

应分配
金额

352 420

84 580

437 000

表 4 产品售价 单位院元

项 目

单位产品成本

预计售价渊成本伊130豫冤

实际售价

单面九脚式

60.24

78.31

70

双面蜂巢式

54.19

70.45

80

表 3 传统成本法下粤先机电单位产品成本计算 金额单位院元

项 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 计

产量渊件冤

单位成本

50 000

200 000

352 420

602 420

10 000

60.24

24 000

54 000

84 580

162 580

3 000

54.19

单面九脚式 双面蜂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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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粤先机电公司把单面九脚式塑料托

盘的价格降低到 70元，低于其目标价格 78.31元。但是即便

价格降低了 10%，粤先机电还是难以得到更多单面九脚式塑

料托盘的订单。

双面蜂巢式塑料托盘最初售价定为 70.45元，粤先机电

收到的订单数量非常多，其他公司几乎无力与其竞争，于是粤

先机电不断调高双面蜂巢式托盘的售价，最后将价格提到了

80元，但即便在这个价位上，订单依然没有任何减少。随后公

司高层决定暂停单面九脚式塑料托盘的生产，全力生产高利

润的双面蜂巢式塑料托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转产，发现公

司不仅没有获利，反而出现亏损，这让决策层感到异常困惑：

为何公司全力生产双面蜂巢式塑料托盘这种高利润产品反而

会亏损呢？在单面九脚式塑料托盘产品上竞争对手并不比自

己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但为何竞争对手售价能低许多并且还

能盈利呢？而本公司双面蜂巢式塑料托盘在提价将近 20%的

情况下订单依然不断呢？

二、作业成本法在粤先机电成本核算中的运用

为解开这一迷局，公司对成本核算流程进行改造，由传统

成本核算法变为作业成本核算法。作业成本法具体核算步骤

如下所示：

1. 确定主要作业，建立作业成本库。

（1）财务部门根据公司产品生产工艺流程，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认定的主要作业包括：订单处理、模具设计、备料作业、机

器生产、检查和品检、打包发货。

（2）按相同类型的作业归集成本，从而形成成本库，具体

如表 5所示：

2. 选择成本动因。一项作业的成本动因往往不只一个，

应选择与作业相关程度较高且易于量化的成本动因，如机器

小时、产品批数、订单份数、检验次数等。粤先机电成本动因具

体如表 6所示：

3. 计算成本库分配率。成本库分配率越作业成本衣成本动

因量，具体如表 7所示。

4. 把成本库中的费用分配到各产品。成本库成本越成本

库分配率伊成本动因量，具体如表 8所示。

5. 计算单位产品成本。产品成本越直接成本垣撞成本动因

成本。

单面九脚式单位成本动因成本：（18 750垣98 500垣5 250垣

103 400垣28 000垣12 000）衣10 000越26.6（元）

双面蜂巢式单位成本动因成本：（6 250垣98 500垣1 750垣

46 530垣12 000垣6 000）衣3 000越57（元）

单面九脚式单位产品成本：5垣20垣26.6越51.6（元）

双面蜂巢式单位产品成本：8垣18垣57越83（元）

三、两种方法下产品成本的比较与分析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作业成本法和传统成本法的产品成

本比较见表 9：

从表 9可知，在作业成本法下计算出来的单面九脚式托

盘产品成本要大大低于传统成本法下计算出来的成本；而双

面蜂巢式托盘的实际成本又要大大高于传统成本法下计算出

来的产品成本。

可见，粤先机电经营困境的本质原因在于扭曲的产品成

本信息误导了产品定价，使得公司管理层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表 5 作业成本库

成本库

订单处理

模具设计

备料作业

机器生产

检查和品检

打包发货

合 计

制造费用即作业成本（元）

25 000

197 000

7 000

150 000

40 000

180 000

437 000

表 6 成本动因

作业成本库

订单处理

模具设计

备料作业

机器生产

检查与品检

打包发货

单面九脚式

3

1

3

20 000

2 800

2

成本动因

订单份数渊份冤

批数渊批冤

材料批数渊批冤

机器小时渊小时冤

次数渊次冤

批数渊批冤

双面蜂巢式

1

1

1

9 000

1 200

1

合计

4

2

4

29 000

4 000

3

表 7 成本库分配率

作业成本（元）

25 000

197 000

7 000

150 000

40 000

180 000

成本动因量

4份

2批

4批

29 000小时

4 000次

3批

作业成本库

订单处理

模具设计

备料作业

机器生产

检查与品检

打包发货

成本库分配率

6 250元/份

98 500元/批

1 750元/批

5.17元/小时

10元/次

6 000元/批

表 8 成本库费用分配 单位院元

作业成本库

订单处理

模具设计

备料作业

机器生产

检查与品检

打包发货

双面蜂巢式

6 250伊1越6 250

98 500伊1越98 500

1 750伊1越1 750

5.17伊9 000越46 530

10伊1 200越12 000

6 000伊1越6 000

单面九脚式

6 250伊3越18 750

98 500伊1越98 500

1 750伊3越5 250

5.17伊20 000越103 400

10伊2 800越28 000

6 000伊2越12 000

表 9 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计算结果比较 单位院元

项 目

产品成本渊传统成本法冤

产品成本渊作业成本法冤

原目标价格渊按传统成本法
下产品成本的130豫冤

新目标价格渊按作业成本法
下产品成本的130豫冤

实际销售价格

双面蜂巢式

54.17

83.00

70.45

107.9

80

单面九脚式

60.24

51.60

78.31

67.08

7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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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企业经营失败。根据作业成本法计算的产品成本，单面九

脚式托盘的目标售价应是 67.08元，公司 78.31元的目标价格

显然太高，即便公司后来将价格调低为 70元，依然高于行业

平均价格水平，因而逐步失去市场。相反，双面蜂巢式托盘的

目标售价应是 107.9元，公司 70.45元的目标价格显然过低，

即便公司后来将价格提高到 80元，依然低于 83元的生产成

本。公司原本以为是高获利的产品，实际上每销售一个就会损

失 3元，销售越多，亏损越大。

通过粤先机电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实例可以看出，利用作

业成本法计算的结果更加接近产品实际消耗，能够更为准确

地反映各产品的真实成本，解决了传统成本核算法带来的成

本信息失真问题，依靠作业成本信息做出的产品定价决策也

更加科学。

四、实施作业成本法需要关注并克服的问题

从粤先机电作业成本法应用案例中可以了解到，企业应

用实施作业成本法可以使成本信息更加准确，有利于企业的

成本管理。但是企业在实际应用作业成本法时还应注意以下

几方面问题：

1. 作业成本法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作业成本法并非适

用于各种类型的企业，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技术条件和成本结

构，盲目采用作业成本法相反会增加企业成本。笔者认为只有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才适合采用作业成本法：一是企业

规模大，产品种类繁多，自动化程度高，间接制造费用比重相

当大；二是各个产品需要的技术层次程度不同；三是现有成本

管理模式不适应企业管理要求，管理层对目前采用传统成本

计算方法提供的信息准确度不满意；三是市场竞争激烈；四是

有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2. 作业成本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应用作业成本法的目

的是更全面、更合理地将企业所消耗的资源分配到消耗这些

资源的作业上，而企业的作业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对于经济

活动复杂的企业来说，其作业种类更加纷繁。因而这类企业作

业的划分、成本动因的选择上难免会带有管理当局的主观性，

从而易导致成本的不真实。

例如，惠普公司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工厂于 1989年开始实

施作业成本法，然而 1992年却半道夭折。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是成本动因的选择出了问题。该厂作业成本实施者试图为每

一个流程“找出各种成本动因”，一次竟然在生产流程中挑出

20多个成本因素，结果导致作业中心过于分散，成本核算过

于复杂，既增加了作业成本系统建立和维持的成本，又增加了

管理者对作业成本信息的理解难度，致使企业成本失控。因

此，作业成本实施者在进行作业划分和成本动因选择时除了

要掌握必要的会计和管理知识外，还必须懂得生产工艺流程

和相关技术知识。这就要求企业会计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

员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参与作业成本系统的设计与运

用，以达到预期效果。

3. 实施作业成本法要贯彻成本效益原则。作业成本法增

加了对大量作业的分析确认、记录和计量，增加了对成本动因

的选择和作业成本的分配工作，使所要支付的成本费用增加。

因此，在实施作业成本法时，要衡量成本与效益。比如，对于间

接费用项目非常多的制造企业，可选择重要的作业进行作业

成本计算，对于不太重要的项目可合并简化计算，以降低成

本、提高效益。

4. 实施作业成本法要注意提高员工素质。作业成本法是

一种非常复杂的成本计算方法，其实施者不仅要求具备会计

和管理知识，还必须掌握企业生产流程方面的知识，因而作业

成本法对财务人员素质要求比传统成本核算法要高得多。而

当前许多企业财务人员素质偏低，对于新的管理思想和技术

知识了解不多，既懂财务和信息技术又懂生产流程的高素质

人才少之又少。因而企业要顺利实施作业成本法，就必须对会

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员工素质，以保证原始数据的准确

性、信息处理的高效性和作业成本法管理的严格性。否则,作

业成本法很难发挥其作用。

5. 实施作业成本法要做好财务基础工作。企业在运用作

业成本法时，要做好各项财务基础工作，尤其是计量、生产统

计等方面的工作。做不好基础工作，会导致原始资料不真实、

不完整、不及时，就会使作业成本法的运用失去坚实的基础，

甚至会功亏一篑。

在实际基础工作中运用作业成本法要特别注意的是：一

要建立完善的基础信息的计算数据系统，尤其是要注重原始

成本资料的准确收集；二要建立准确的支出数据处理系统；

三要建立好完成运营任务所需的运营作业指标参数及运营

作业指标计算的运营工作量计算系统；四要制定一套完善的

成本核算和计算制度。

五、结束语

作业成本法作为一种先进的成本计算方法，有效克服了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与管理体系存在的诸多弊端，将成本的管

理、控制深入到作业层次，通过寻求成本动因，避免了传统成

本管理“治标不治本”的现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业成本法

在运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开发和维护成本

比较高、对会计人员素质和会计核算系统的要求高、确定成本

动因比较困难等。这就要求企业在成本核算中必须立足自身

条件，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产品特征等具体情况来使用作业

成本法。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切忌盲目地投入巨额资金引进作

业成本管理系统，这样不但不能获得更加准确的产品成本信

息，还会增加企业不必要的成本支出，造成资源浪费，致使企

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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