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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划成本分配法的看法与改进
——兼对邹金伶与董想二位老师的商榷

廖荣华（副教授）

（南通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通 226006）

【摘要】笔者长期从事成本会计教学与理论研究，通读了当前高职主要的成本会计教材，这些教材对辅助生产

费用分配方法——计划成本分配法的处理基本一致，其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特别是邹金伶与董想二位老师发表

在《财会月刊》上的二文，对我启发很大。因而，针对当前教材及以上二文关于计划成本分配法存在的问题，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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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长期从事成本会计教学与理论探讨，通读了当

前高职高专主要的成本会计教材，这些教材对辅助生产

费用分配方法——计划成本分配法的处理基本一致。他

们主要的做法都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按计划单位成

本及耗用的业务量进行计划分配；第二步是计算并调整

成本差异，其差异一般都是全部计入管理费用。笔者也拜

读了邹金伶与董想二位老师发表在《财会月刊》上的两篇

文章，邹老师论文是《计划成本分配法之改进》（《财会月

刊》2013年第15期），董想老师的论文是《对〈计划成本分
配法之改进〉一文的商榷》（《财会月刊》2014年第 13期）
（以下简称《邹文》与《董文》），二文对我启发很大。

我认为，教材这样做有一定的优点，起码是比较清

晰、简单，但也至少存在两个大的问题：一是不管差异金

额多少全部记入管理费用，这不符合可靠性与重要性原

则，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当中非常重要

的内容。二是差异的计算方法令人费解，特别是学员不好

理解，只能强记硬背，影响教学效果。《邹文》的做法也是

分两步：第一步是实行计划分配；第二步是实行计划交互

分配，其差异都是计入管理费用，差异金额等于当月发生

的实际成本±按计划进行的交互分配数-计划成本。《董
文》针对《邹文》的做法进行了改进，也是分两步进行，但

在差异的确定与处理上有所不同。其差异金额就是辅助

生产成本明细账的期末余额，差异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

计入管理费用或进行二次分配。笔者认为，教材与上述二

位老师的处理都有其优点，但都不完善，甚至还有漏洞。

为此，笔者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一、教材与《邹文》、《董文》的做法

（一）当前高职教材对计划成本分配法的处理

例 1：某企业有供汽与供水两个辅助生产车间，2014

年 12月份发生的实际辅助生产费用分别为 140 000元、
32 000元。其提供的业务量如表1所示。

该企业按计划成本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其中计划单

位汽价3.3元/立方米，水价3元/吨。
按教材处理方法，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与账务处理

如下：

1. 按计划分配并编制有关会计分录。
借：辅助生产成本——供汽车间 600（200×3）

——供水车间 990（300×3.3）
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129 000（30 000×3.3+10 000×3）
制造费用 14 400（4 000×3.3+400×3）
管理费用 17 100（5 000×3.3+200×3）
销售费用 7 200（2 000×3.3+200×3）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汽车间 136 290

——供水车间 33 000
2. 计算并调整差异，并将差异全部计入管理费用。
成本差异=实际成本-计划成本
=（某辅助生产车间当月发生的实际费用+按计划分

供应对象

辅助生产车间

基本生产车间

企业管理部门

销售部门

合 计

供汽车间

供水车间

甲产品

一般耗用

供汽车间（立方米）

300

30 000

4 000

5 000

2 000

41 300

供水车间（吨）

200

10 000

400

200

200

11 000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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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计划费用）-计划成本
其中：供汽车间差异=（140 000+600）-136 290=4 310

（元）

供水车间差异=（32 000+990）-33 000=-10（元）
编制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 4 300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汽车间 4 310

——供水车间 -10
（二）《邹文》做法

1. 按计划分配（同例1第1步）。
2. 按计划进行交互分配。
借：辅助生产成本——供汽车间 600

——供水车间 990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水车间 600

——供汽车间 990
3. 计算并确定成本差异并全部计入管理费用。
成本差异=实际成本-计划成本
=实际成本-（计划成本+按计划交互分入的费用-按

计划交互分出的费用）

其中供汽车间差异=140 000-（136 290+600-990）=
4 100（元）
供水车间差异=32 000-（33 000+990-600）=-1 390

（元）

借：管理费用 2 710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汽车间 4 100

——供水车间 -1 390
（三）《董文》做法

1. 按计划分配（同例1的第1步）。
2. 按计划进行交互分配（同《邹文》第2步）。
3. 差异的确定与处理。
（1）差异的确定。直接根据当月辅助生产成本期末账

户余额来确定，其余额在借方，为超支差；在贷方，为节约差。

（2）差异的处理。如差异绝对数较小，直接计入管理
费用；如差异绝对数较大，则要进行二次分配。

二、笔者的看法

（一）关于教材

教材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或缺陷：

1. 差异不管大小都计入管理费用，不符合可靠性原
则和重要性原则的要求。如果成本差异是较大的超支差，

则会人为降低产品成本，增加期间费用；如果是较大的节

约差，则会增加产品成本、降低期间费用。在例 1中，由于
供汽车间的成本差异为超支4 310元，无论是从绝对数还
是从相对数（成本差异率）来看，都较大，所以不能直接将

其记入管理费用，而应该按照各部门受益情况进行二次

分配。而对于供水车间而言，其差异为节约差 10元，无论
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看，都不大，按照重要性原则的

要求，可以直接记入管理费用。

2. 差异的计算方法令人费解。在差异计算公式中，某
车间的实际成本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该车间当月发生

的实际生产费用，二是按计划分配进来的费用，而后部分

费用不是实际成本，而是计划成本。如供水车间成本差异

计算公式中，其实际成本=32 000+990=32 990（元），其中
32 000元是真正的实际成本，990元则是计划成本。正因
如此，教学过程中学员无法理解，只能死记硬背，严重影

响教学效果。

（二）关于《邹文》

该文考虑到了交互分配的问题，是其长处，但差异的

确定与处理存在明显不足，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使得辅助

生产成本账户期末没有结平，年末也不可能结平；另一方

面，不管具体情况如何都进行交互分配，不符合重要性原

则，增加了核算工作量；同时差异全部计入管理费用，不

符合重要性原则与可靠性原则。

（三）关于《董文》

该文考虑了交互分配与差异二次分配的问题，同时

在差异的确定上也做了明显的改进，但每个月都要进行

交互分配与差异处理，不完全符合重要性原则的要求，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会计核算工作量。

三、改进意见

综合以上处理方法的优缺点，笔者认为应按下列步

骤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第一步，按计划分配（本步骤不变）。

第二步，按计划进行交互分配，具体分两种情况：

（1）如果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业务量不多，费用不
大或费用虽较大但相差不大，按照重要性原则的要求，则

无须进行交互分配。

（2）如果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的业务量较大，费用
较多且相差也较大，为了准确起见，应根据重要性原则的

要求进行二次分配。

第三步，计算并调整差异。

（1）计算差异：根据上述两项业务所编制的会计分
录，登记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并确定期末余额。该余额

就是成本差异，如余额在借方，则为超支差；在贷方，则为

节约差。

（2）差异调整：分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调整。
第一，在月末时，只统计辅助生产成本差异，不进行

实际调整（即不做调整的会计分录），这样月末时，辅助生

产成本账户可能有余额，且方向不定。

第二，在年末时，统计全年累计辅助生产成本差异，

如果该差异较大，则按照各部门全年累计受益情况进行

二次分配；如果该差异较小，则直接计入管理费用。通过

年末结转后，辅助生产成本账户无余额。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下面还是用案例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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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说明。

例2：基本资料同例1，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与账务处
理如下：

1. 按计划分配（同例1）。
2. 按计划进行交互分配（因该企业两个辅助生产车

间相互提供的业务量较多，特别是相互耗用的生产费用

水平相差较大，所以要进行二次交互分配，否则，不需要

这一步）。

借：辅助生产成本——供汽车间 600
——供水车间 990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水车间 600
——供汽车间 990

3. 计算并确定当月成本差异。
根据上述1与 2的会计分录，登记辅助生产成本明细

账，并确定当月期末余额，该余额即为当月“辅助生产成

本”科目成本差异（不考虑期初余额）。

4. 计算全年辅助生产成本差异。
假定 12月 1日供汽车间与供水车间的辅助生产成本

账户的余额分别是2 000元与-500元（均是1 ~ 11月份累
计数）。

根据3计算结果，可知两个车间的年末辅助生产成本
账户余额分别是：

供汽车间年末余额=2 000+3 920=5 920（元）
供水车间年末余额=-500+380=-120（元）
5. 年末差异处理。
从两个辅助生产车间的全年差异累计数来看，供水

车间的差异只有节约差 120元，绝对数很小，为了简便起
见，直接冲减管理费用即可；而供汽车间的差异明显很

大，为了贯彻可靠性原则，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需要

进行二次分配。假设该企业按照对外提供的业务量进行

二次分配，全年各部门受益的业务量及差异二次分配情

况如表4所示：

根据以上处理结果，做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 -120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水车间 -120

借：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4 331.66
制造费用 577.79
管理费用 722.24
销售费用 288.31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汽车间 5 920

四、小结

笔者认为，上述账务处理及改进措施至少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优势：

1. 简化了每月核算工作，因为每月只需要反映按计
划分配情况与交互分配情况（有些还不需要进行交互分

配），并计算当月辅助生产成本差异及累计差异，不需要

进行差异的再分配与结转，这些差异全部集中到年末进

行结转。

2. 每月成本差异的计算不仅简便，更便于理解。每月
的成本差异就是按计划分配及交互分配后账户的余额

（不考虑期初余额），简明扼要，一听一看就懂。

3. 很好地贯彻了重要性原则与可靠性原则。如每
月是否需要进行交互分配，主要看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

供的业务量的多少，费用水平相差是否较大；年末成本

差异是否需要进行二次分配，主要看累计差异的绝对数

是否较大，如果较大，则要进行二次分配，否则直接计入

管理费用即可。这样就能很好地满足重要性与可靠性原

则的要求，在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前提下又能精简核算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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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发生：140 000

按计划分入：600

交互分配转入：600

当月发生合计 141 200

期末余额 3 920（超支差）

计划分配转出：136 290

交互分配转出：990

137 280

表 2 辅助生产成本——供汽车间 单位：元

当月发生：32 000

按计划分入：990

交互分配转入：990

当月发生合计 33 980

期末余额 380（超支差）

计划分配转出：33 000

交互分配转出：600

33600

表 3 辅助生产成本——供水车间 单位：元

部门

基本生产车间
——甲产品

基本生产车间
——一般耗用

企业管理部门

销售部门

合计

全年受益量
（供汽：立方米）

300 000

40 000

50 000

20 000

410 000

分配
比例

73.17%

9.76%

12.20%

4.87%

100%

差异
总额（元）

5 920

差异
分配（元）

4 331.66

577.79

722.24

288.31

5 920

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