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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分析法”下费用二次分摊体系的构建

刘 琪，刘志伟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包头 014030）

【摘要】企业一定时期的生产经营成果通过利润指标进行反映，但利润指标并不能区别体现企业内部各核算

单元的业绩，不能用于各核算单元的绩效考核。本文通过“动因分析法”，在“划小核算单元”核算后，将企业承担的

费用按照“动因”不同进行二次分摊，由利润核算单元承担全部费用，更全面、更准确、更精细地确认利润核算单元

的真实利润，为绩效考核提供更为准确的考核依据。

【关键词】动因分析法；利润核算单元；作业成本法

一、“动因分析法”理论

“动因分析法”的思路来源是“成本动因分析法”。“成

本动因分析法”是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由美国著名会
计学教授卡普兰等所倡导的作业成本计算法发展而

来，这一方法的运用不仅解决了成本扭曲问题，而且它提

供的相关信息为企业进行成本分析与控制奠定了很好的

基础。

成本动因是指引起成本发生的原因，确定成本动因

是作业成本法运用的前提，多个成本动因结合起来便决

定一项既定活动的成本。企业的特点不同，具有战略地位

的成本动因也不同。因此，识别每项价值活动的成本动

因，明确每种价值活动的成本地位形成和变化的原因，为

改善价值活动和强化成本控制提供了有效途径。

成本动因共有四种类型：①作业成本动因，它关注的
焦点在于运营，包括生产或服务作业；②数量成本动因，
它关注的焦点是产出，包括总量尺度等；③结构性成本动
因，它关注企业战略，包括与规模、复杂性、某一领域的经

验及技术水平等相关的长期计划；④执行性成本动因，它
关注短期营运，包括通过注重员工承诺与投入、完善生产

设计及密切供应商关系来降低成本。

虽然成本动因是作业成本计算法的核心概念，但并

不专属于作业成本计算法模式。基于“成本动因分析法”

思路拓展，许多学者已经将“成本动因分析法”拓展使用

到企业战略变革的动因分析等方面。延循“动因”这一核

心思想，将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费用的分摊、控制与之相

结合，找到费用二次分摊的科学依据。

二、项目背景

内蒙古包头中兵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4月18
日，由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工物资集

团有限公司携手组建。2015年，公司结合全面预算管理、

精益管理、绩效考核管理等，全面开展“划小核算单元”工

作。通过此项工作的开展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细化预算管

控、降本增效、提升绩效考核的效果。随着“划小核算单

元”工作的不断深入，公司内部各核算单元的费用管控问

题成为管理瓶颈。按照以往的做法，只通过预算管理对费

用进行管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预算费用需要根据历史

资料结合企业发展情况进行预测，而对于新成立公司，其

历史数据薄弱，没有可参照性，使预算管控指标难以科学

确认。

针对这一问题，按照“动因分析法”的思路，对费用核

算单元产生的费用进行细化分解，寻找费用产生的动因，

对这部分费用进行二次分摊，使费用发生与利润中心的

利润核算挂钩，将费用管控由事后转为事前控制，督促利

润核算单元降本增效，提高公司整体管理业绩。

三、“动因分析法”下费用二次分摊体系

包头中兵物流公司目前主要核算的是贸易业务，成

本以采购成本为主。公司共有六个部门，分别为集中采购

部、对外贸易部、精益物流部、经营管理部、财务部、监督

管理部。包头中兵物流公司构建的“动因分析法”下费用

二次分摊体系由以下六个方面构成：

（一）认真分析部门属性，合理划分利润核算单元、费

用核算单元

1. 利润核算单元。通过核算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
成本和各项费用，计算其经营利润。利润核算单元包括三

个主要业务部门，分别为集中采购部、对外贸易部和精益

物流部。

2. 费用核算单元。主要为公司职能部门，分别为经营
管理部、财务部和监督管理部。

（二）各费用核算单元的业务职能及动因确定

归集原则：各核算单元自身发生的“销售费用”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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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费用”直接计入各核算单元；费用核算单元发生的“管

理费用”，先归集入费用核算单元，再按照“费用动因”二

次分摊到利润核算单元。

1. 各费用核算单元的业务职能。经营管理部作为公
司人力资源管理、党务、办公室、培训等工作的主管部门，

费用发生主要为“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培训费、办公

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业务招待费等。

财务部作为公司财务核算、资金支付工作的主管部

门，费用发生主要为“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办公费等。

监督管理部作为公司发票审核、合同审核的监督管

理部门，费用发生主要为“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差旅

费等。

2. 费用动因确定。各费用核算单元由于职能属性不
同，其“动因”并不只有一项。列示所有动因后，通过分析

比较，找出主要动因，确认为“费用主动因”。例如：监督管

理部的工作比较复杂，适用作业成本动因分析。其作业

有: 合格供应商资质审核、合同审核、对应采购发票审核、
非正常事项调查、业务软件信息的复核和维护。相对应的

“动因”有：供应商的资质、合同的数量、发票的数量、调查

事项数量、计算机终端信息数量及质量。结合监督管理部

日常主要工作，对动因进行分析比较，找到影响其主要职

能的动因，最终确定“费用主动因”为审核合同发票的数

量。具体见表1。

（三）费用核算单元费用动因系数

费用核算单元费用动因系数 μn=Xn/（X1+X2+…+
Xn）。其中，μn表示费用动因系数，Xn表示费用动因。

例如：监督管理部X月共审核合同发票 200份，其中
集中采购部50份，对外贸易部136份，精益物流部14份。
监督管理部为集中采购部提供费用动因系数=50/

（50+136+14）×100%=25%；监督管理部为对外贸易部提
供费用动因系数=136/（50+136+14）×100%=68%；监督管
理部为精益物流部提供费用动因系数=14/（50+136+
14）×100%=7%。

以包头中兵物流公司 2015年X月为例。具体见表 2、
表3。

（四）二次分摊并归集费用

1. 二次分摊费用。Fn=μn×Yn。其中，Fn表示利润核算

单元分摊费用，μn表示费用动因系数，Yn表示费用核算

单元发生的费用。

例如：监督管理部X月发生“管理费用”共计 3.4万
元，其中差旅费 0.3万元，职工薪酬 3万元，办公费 0.1万
元。

集中采购部分摊监督管理部发生费用=25%×0.3+
25%×3+25%×0.1=0.85（万元）；对外贸易部分摊监督管理
部发生费用=68%×0.3+68%×3+68%×0.1=2.31（万元）；精
益物流部分摊监督管理部发生费用=7%×0.3+7%×3+7%×
0.1=0.24（万元）。

2. 二次归集费用。C=C1+C2+C3+…+Cn=（O1+F1）+
（O2+F2）+（O3+F3）+…+（On+Fn）。其中，C表示利润核算
单元核算总费用，Cn表示利润核算单元某费用项目的总

费用，On表示利润核算单元自身发生的某项费用。

例如：X月共计发生费用7.17万元。其中，差旅费发生
5.1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集中采购部差旅费0.15万元，对
外贸易部差旅费0.2万元，精益物流部差旅费为0；经营管
理部差旅费4万元，财务部差旅费0.5万元，监督管理部差
旅费0.3万元。业务招待费发生2.0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集中采购部业务招待费为 0，对外贸易部业务招待费 0.37
万元，精益物流部业务招待费0.35万元；经营管理部业务
招待费1万元，财务部业务招待费0.3万元，监督管理部业
务招待费为0。
集中采购部核算总费用C=集中采购部差旅费C1+集

中采购部业务招待费C2=（部门发生差旅费用O1+集中采
购部分摊的差旅费 F1）+（部门发生业务招待费O2+集中
采购部分摊的业务招待费F2）=（0.15+4×67%+0.5×50%+
0.3×25%）+（0+1×67%+0.3×50%+0×25%）=3.98（万元）

费用核算单元

经营管理部

财务部

监督管理部

业务职能

人力资源管理；公
车运行管理；安全
管理；行政后勤服
务

开具发票；财务核
算；资金往来；工
资发放

合格供应商资质审
核；合同发票审核；
非正常事项调查；
业务软件信息复
核和维护

动因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人
数；公车运行服务人数；
提供安全教育服务人数；
提供行政后勤服务人数

业务量金额；采购销售
业务量；采购销售业务
量资金往来；提供工资
发放服务人数

供应商的数量、资质；合
同发票的数量；管理差
错率；计算机终端信息
数量及质量

费用主动因

向各利润核算
单元提供服务
的人数

各利润核算单
元业务量（主
营业务收入）

审核合同发票
的数量

表 1 费用核算单元“费用主动因”确认表

费用动因Xn
利润核算单元

部门人数（位）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X月合同发票数量（份）

集中
采购部

27

4 000

50

对外
贸易部

8

3 200

136

精益
物流部

5

800

14

合计

40

8 000

200

费用动
因系数μn

利润核算
单元

经营管理部μ经
财务部μ财
监督管理部μ监

集中采购部

67%（27/40）

50%（4 000/8 000）

25%（50/200）

对外贸易部

20%（8/40）

40%（3 200/8 000）

68%（136/200）

精益物流部

13%（5/40）

10%（800/8 000）

7%（14/200）

表 2 费用动因基本情况表

表 3 费用动因系数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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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部核算总费用C=对外贸易部差旅费C1+对
外贸易部业务招待费C2=（部门发生差旅费用O1+对外贸
易部分摊的差旅费F1）+（部门发生业务招待费O2+对外
贸易部分摊的业务招待费 F2）=（0.2+4×20%+0.5×40%+
0.3×68%）+（0.37+1×20%+0.3×40%+0×68%）=2.09（万元）

精益物流部核算总费用C=精益物流部差旅费C1+精
益物流部业务招待费C2=（部门发生差旅费用O1+精益物
流部分摊的差旅费F1）+（部门发生业务招待费O2+精益
物流部分摊的业务招待费 F2）=（0+4×13%+0.5×10%+
0.3×7%）+（0.35+1×13%+0.3×10%+0×7%）=1.1（万元）
（五）“财务费用”的归集与分摊

财务费用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因为业务需要而产

生的短期借款利息，其“费用主动因”应是各利润核算单

元对资金的占用。由于各利润核算单元每月资金有进有

出，资金支付方式有现金、银行存款，也有商票、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等，准确计算“费用主动因”金额困难较大。

为此我们开发了“包头中兵物流公司计息软件”，通过计

息软件与业务软件的对接，对各利润核算单元的资金占

用进行“跟单式”计算，从而解决财务费用的分摊问题。

（六）综合考核管理

1. 各费用核算单元的考核管理。每月末对费用核算
单元的费用发生情况与年初预算进行比较，将比较结果

反馈给各费用核算单元，对不合理的超预算费用进行分

析并实施有效控制。主要考核指标如下：

年初预算节约额=预算值-实际发生额
年初预算节约率=年初预算节约额/年初预算
2. 各利润核算单元的考核管理。
（1）部门考核利润=部门收入-部门成本-部门可控

费用。其中，只考核部门“可控费用”，对“不可控费用”不

进行考核。例如：车辆折旧、房屋折旧等“不可控费用”不

列入部门考核利润中。每月末对利润核算单元的经营情

况进行核算，将核算结果反馈给利润核算单元，督促其更

好地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并将核算结果作为绩效考核的

重要依据，进行考核兑现。

（2）下面是以包头中兵物流公司 2015年X月为例两
种方法下核算部门考核利润。

方法一：利润核算单元传统核算。具体见下页表4。
使用传统方法核算各利润核算单元效益，公司X月

收入 8 000万元，成本 7 904万元，毛利共计 96万元，期间
费用发生 54.67万元（其中利润核算单元承担 33.27万元，
费用核算单元承担 21.4万元），核算利润为41.33万元。集
中采购部是主要利润贡献科室。

方法二：“动因分析法”利润单元核算。具体见下页表

5（表中金额差异主要由于四舍五入造成，费用核算单元
可控费用明细金额同表4）。
使用“动因分析法”核算，将传统核算方法下由费用

核算单元承担的期间费用 21.4万元分摊给利润核算单
元，公司总体利润仍为 41.33万元。但对外贸易部成为主
要利润贡献科室。

通过对比两种方法后可得出结论：①费用承担主体
不同。使用传统核算方法，费用核算单元发生的费用承担

主体模糊，而使用“动因分析法”，费用核算单元发生的费

用承担主体清晰，为利润核算单元承担全部费用。②利润
贡献者不同。使用传统核算方法，集中采购部是公司利润

最大贡献者，而使用“动因分析法”，对外贸易部是公司利

润的最大贡献者。

四、项目效果

通过分析费用形成动因，并以动因作为费用控制的

基础后，公司经营业绩管理取得良好效果。公司成立一年

以来，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9 986万元，利润196万元。
“动因分析法”的使用取得以下效果：

1. 更完整、更全面地核算利润单元的实际利润，获得
公司真正利润源泉。通过将费用核算单元的费用分摊给

利润核算单元，能清晰准确地分析出真正为公司创造利

润价值的利润核算单元，寻找到利润增长点。

2. 为公司绩效考核找到可靠依据。原有传统核算方
式夸大利润核算单元的真实利润，使激励机制失效。采用

“动因分析法”核算后，侧重可控费用的分解，使绩效激励

机制的正面效果凸显。

3. 为费用在不同核算单元的二次分摊找到科学依据。
通过运用“动因分析法”，将公司承担的费用按照“动因”不

同进行二次分摊，最终由利润核算单元承担全部费用。

4. 通过确定不同核算单元的“费用主动因”，将费用
控制转变为对运营质量提升的要求。经营管理部的“费用

主动因”是各利润核算单元的人数，对于费用的控制就转

变为对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提升的要求，利润核算单元要

精简人员，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财务部的

“费用主动因”是各利润核算单元的业务量，对于费用的

控制就转变为对业务质量提升的要求，单一的业务收入

增加并不一定能带来核算单元净利润的增加，只有提高

毛利率，提高业务质量才能增加净利润。监督管理部的

“费用主动因”是合格合同发票数量，对于费用的控制就

转变为对合同质量、发票质量的高要求，要求业务部门提

高所签订合同的质量，确保取得合法合规的发票。财务费

用分摊的“费用主动因”是利润核算单元占用资金情况，

因此资金占用金额大小、资金周转的快慢成为利润核算

单元在实际业务操作中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5. 通过“动因分析法”可消除非增值作业。确认动因
的过程也是分析核算单元作业的过程，在进行业务流程

改进时，通过对动因的确认和计量，消除“非增值作业”、

改进“可增值作业”，将企业的损失、浪费减少到最低限

度，从而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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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记

将“成本动因分析法”拓展使用到利润核算单元费用

二次分摊，适用于非制造行业的企业，例如小型零售业企

业、商贸企业、服务性企业。医院的绩效核算可以采用

此种方法，按照不同职能部门为临床、医技科室等提供不

同服务作为其分摊职能科室费用的“费用主动因”。

此方法的难点在于动因的确认。因为每个费用核算

单元并不是单一只承担一个职能，其费用动因可以有多

个。要从多个动因中确定最根本、影响主要业务的“费用

主动因”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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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收入

成本

毛利

可控费用：

差旅费

职工薪酬

办公费

邮寄费

培训费

业务招待费

财务费用

核算利润

利润核算单元

集中采购部

4 000.00

3 960.00

40.00

15.85

0.15

10.20

0.50

5.00

24.15

对外贸易部

3 200.00

3 168.00

32.00

11.57

0.20

6.00

0.50

0.37

4.50

20.43

精益物流部

800.00

776.00

24.00

5.85

2.00

0.50

0.35

3.00

18.15

小计

8 000.00

7 904.00

96.00

33.27

0.35

18.20

1.50

0.72

12.50

62.73

费用核算单元

经管部

13.08

4.00

5.00

0.08

3.00

1.00

-13.08

财务部

4.92

0.50

4.00

0.02

0.10

0.30

-4.92

监管部

3.40

0.30

3.00

0.10

-3.40

小计

21.40

4.80

12.00

0.20

0.10

3.00

1.30

-21.40

总 计

8 000.00

7 904.00

96.00

54.67

5.15

30.20

0.20

0.10

4.50

2.02

12.50

41.33

项 目

收入

成本

毛利

提供服务比例

开具发票核算
工作量

合同发票审核
工作量

可控费用：

差旅费

职工薪酬

办公费

邮寄费

培训费

业务招待费

财务费用

边际贡献

核算利润

利润核算单元

集中采购部

4 000.00

3 960.00

40.00

67%

50%

25%

15.85

0.15

10.20

0.50

5.00

24.15

12.08

分摊费用

12.07

3.01

6.10

0.09

0.05

2.01

0.82

-12.07

对外贸易部

3 200.00

3 168.00

32.00

20%

40%

68%

11.57

0.20

6.00

0.50

0.37

4.50

20.43

13.53

分摊费用

6.90

1.20

4.64

0.09

0.04

0.60

0.32

-6.90

精益物流部

800.00

776.00

24.00

13%

10%

7%

5.85

2.00

0.50

0.35

3.00

18.15

15.72

分摊费用

2.43

0.59

1.26

0.02

0.01

0.39

0.16

-2.43

小计

8 000.00

7 904.00

96.00

100%

100%

100%

54.67

5.15

30.20

0.20

0.10

4.50

2.02

12.50

41.33

41.33

费用核算单元

经管部 财务部 监管部 小计
总计

8 000.00

7 904.00

96.00

100%

100%

100%

54.67

5.15

30.20

0.20

0.10

4.50

2.02

12.50

41.33

41.33

表 4 利润核算单元核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表 5 利润核算单元核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