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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在江西省制造企业应用研究 

赵丽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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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通过实际案例论证了作业成本法在成本管理和产品定价方面的优势，以此论证作业成本法在江西省制

造企业成本核算中应用的可行性，阐述作业成本法作为较先进的核算方法在江西省制造企业进行成本管理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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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制造企业因其具有制造费用在总成本中占比较大这一特点，若想在竞争中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就必须加强成本管理，建立更加科学、合理、准确、具有可操作性的新的成本核算方法，以规避高耗能低产出的产品线、降低

成本和消除浪费。作业成本法凭借其能准确地核算产品的成本信息，有利于管理层控制成本等优势在制造行业逐渐凸显了出来。 

1 作业成本法的概述 

作业成本法是一项成本核算与管理的方法，它把重点放在各项具体工作作业上，探究工作是如何完成的，每一项作业成本

是多少，该项作业是“增值作业”还是“非增值作业”。作业成本法以“成本驱动因素”理论为基本依据，依据产品或公司经

营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产品与作业、作业链与作业价值的关系，对成本的动因加以分析，选取“作业”为成本对象，归集和分

配间接费用的一种成本核算方法与成本管理制度。 

在近年来作业成本法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中，管理人员又逐渐将作业成本法的概念延伸到管理层面一作业成本管理，即在作

业成本法进行准确地成本计算后，通过对最终计算出来的产品成本信息加以分析和管理，将所得结果继续用于公司成本管理、

生产管理、产品定价等方面，为公司决策提供相对准确的成本信息，使得作业成本法符合服务于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宗旨。 

2 传统成本核算法和作业成本法实例分析 

甲公司是江西省一家生物制药公司，主打的品牌项目是 A、B、C三种产品，生产这三种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均为外购得来的，

按照现行的财务制度，公司采用传统成本法计算三种产品成本，相关成本计算的详细资料和财务部门核算过程如表 1所示。 

表 1核算过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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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产品 B产品 C产品 合计/元 

产量/公斤 1000 2000 4000  

直接材料/元 50000 180000 8000 238000 

直接人工/元 58000 160000 16000 234000 

制造费用/元    389400 

年直接人工工时/小时 3000 8000 800 11800 

在传统成本法下，该公司以直接人工工时为基础分配制造费用，计算的产品成本资料如表 2所示。 

表 2计算的产品成本表 

 A产品 B产品 C产品 合计/元 

年直接人工工时/小时 3000 8000 800 118∞ 

分配率 389400/11800=33 

制造费用/元 99000 264000 26400 389400 

直接材料/元 50000 180000 8000 238000 

直接人工/元 58000 160000 16000 234000 

合计/元 207000 604000 504∞ 861400 

产量/公斤 1000 2000 4∞  

单位产品成本/元 207 302 126  

在定价方面，公司决定采纳成本加成定价策略，按照各项产品成本的 1.25倍设定目标定价，A产品的目标售价为 258.75 元

/公斤，B产品的目标售价为 377.5元/公斤，C产品的目标售价为 157.5元/公斤。而 A产品的市场价格为 258.75元/公斤，B产

品的市场价格为 328元/公斤，C产品的市场价格为 250元/公斤。 

目标售价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使得公司在销售方面陷人困境。由于市场竞争，B产品的售价降低到市场价格，却依然滞销；

而 C产品的订单数量却非常多，公司提价到市价后，订单依然很多。 

针对这种情况，公司决定采用作业成本法，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为依据，建立作业中心，将作业中心汇集的各项资源消耗

的价值分配到各作业成本库中，并认定各作业成本库的成本动因，归集的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作业成本法结果表 

作业名称 
制造 

费用 
成本动因 

 作业量  
作业 

总量 A产品 B产品 C产品 

发酵 121260 投料罐时/小时 1000 2500 800 4300 

酸化 20000 反应罐时/小时 120 480 1400 2000 

板框压滤 60000 占用时间/小时 70 300 630 1000 

脱色 300 反应罐时/小时 100 400 1000 1500 

结晶 42100 反应罐时/小时 400 800 800 2000 

质量控制 25000 检验小时/小时 40 300 6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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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装 70000 包装次数/次 1000 1800 1200 4000 

管理 50740 直接人工/小时 3000 8000 800 11800 

合计 389400  5730 14580 7290 27600 

公司用作业成本法计算的产品成本的资料如表 4所示。 

表 4作业成本法计算的产品成本表 

 
作业 

总量 
总费用 分配率 

作业成本 

A产品 B产品 C产品 

发酵 4300 121260 28.2 28200 70500 22560 

酸化 2000 20000 10 1200 4800 14000 

板框压滤 1000 60000 60 4200 18000 37800 

脱色 1500 300 0.2 20 80 200 

结晶 2000 42100 21.05 8420 16840 16840 

质量控制 1000 25000 25 1000 7500 16500 

产品包装 4000 70000 17.5 17500 31500 21000 

管理 11800 50740 4.3 12900 34400 3440 

合计 27600 389400  73440 183620 132340 

直接材料/元  238000  50000 180000 8000 

直接 AX/元  234000  58000 160000 16000 

制造费用/元  389400  73440 183620 132340 

合计/元  861400  181440 523620 156340 

产量/公斤  3400  1000 2000 400 

单位产品成本/元    181.44 261.81 390.85 

两种成本法计算取得的产品资料结果对比如表 5所示。 

表 5产品资料结果对比表 

 

传统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 

A产品 B产品 C产品 A产品 B产品 C产品 

单位产品成本/元 207 302 126 181.44 261.81 390.85 

目标售价/元 258.75 377.5 157.5 226.8 327.26 488.56 

市场价格/元 258.75 328 250 258.75 328 250 

产量/公斤 1000 2000 400 1000 2000 400 

获利/元 51750 52000 49600 77310 132380 —5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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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我们可以看出，同一种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两种成本核算法下计算出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传

统成本法下成本的分配是采用收人成本比率来计算分摊的，会导致费用不配比，脱离实际情况。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以每单位

产品耗用的直接人工工时为标准来分配所有制造费用。但生产产品并不只是消耗直接人工工时这一要素，还包括其他诸多要素，

所以消耗工时多的产品所耗用的制造费用不一定也高，因此仅依照单一的人工工时这一标准分配制造费用比较片面，必然会导

致产品成本的虚增和虚减，不符合“谁受益，谁负担”的公平配比原则，从而致使成本信息失真。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

虽然 A、B 两种产品所耗用的直接人工工时比 C 产品多，但从作业的角度而言，C 产品消耗的作业量是三类产品中最大的，这主

要因为 C 产品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和批量较小的缘故形成的差异。相比较之下，作业成本法比传统成本法能更为准确地反映各项

产品所耗用的产品成本，克服了传统成本法成本信息模糊、失真的问题，使成本核算的结果更加真实、可靠，更具有相关性、

可比性和配比性。因此，企业根据以作业成本法计算出来的成本数据为基础对产品定价更为合理。 

3 实施作业成本法的效益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业成本法的实施应用给甲公司带来的效益体具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1)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成本信息，为成本核算提供帮助。 

甲公司在采用作业成本法之前，由于各产品的成本信息不准确，其目标定价也随之不合理，致使公司销售陷于困境，公司

财务出现危机，公司发展进人瓶颈。之后，甲公司调整成本核算方法，将传统成本法更改为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以作业为

成本核算对象，确定作业中心，通过合理地确定成本动因，将制造费用分配到各项产品成本，使得其为企业提供的成本核算流

程信息的更加清晰，信息传递更加及时，成本控制措施在逐步深人，使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从表 5 中可以看出作业成本法下

核算的成本信息更为准确，也更适合公司的定价。 

(2) 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深化了成本控制意识。 

甲公司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通过分析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源;确认资源耗费，对作业进行筛选重新组合，建立作

业和作业中心，成立作业成本库；并将资源消耗作业成本计人到各自的作业成本库中；认定各作业库的成本动因；最后将成本

库中各作业归集的成本依照作业动因分别计人最终产品，计算完工产品成本等一系列精确的核算步骤，这样方便产品线的综合

管理员从系统中查询到各项成本费用的来龙去脉，使得成本信息更加准确，也更加详细。同时，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

需要大量的财务人员参与计算产品成本，这样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有效地降低合同成本。 

(3) 有助于公司管理层和决策层控制成本。 

公司若要实施作业成本法，首先需要优化各个生产流程。通过财务人员与各职能部门、一线员工的多次沟通，协调改进了

作业成本调控流程，去掉部分作业成本控制中不增值的部分，减少了部分库存。其次，通过实施作业成本法，作业中心所有消

耗的费用数据都能通过信息平台及时传输到各个职能部门，从而有效的控制了作业中心存在的浪费现象。这样，企业现有存货

周转率提高了，资金周转率进一步加快，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效能。 

甲公司实施作业成本法以后，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企业效益显著提高，为管理者在成本管理、生产管

理、产品定价等方面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并且为企业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作业成本法在优化生产流程，消除浪费及

无效作业，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等方面上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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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作业成本法有利于提高成本信息精准度，有利于企业进行有效的作业成本管理，有利于管理层和决策层更准确地理解和确

认成本性态，从而进行科学的成本预算和决策。虽然作业成本法有很多优势，但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实施作业成本法

的实施条件也不尽相同，应将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领会贯通，充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做到二者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尽

可能降低作业成本法的实施成本，从而为作业成本法的推广与应用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王平心著.作业成本计算理论与应用研究[M].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130-145. 

[2] 熊焰韧，苏文兵，张朝.管理会计实践发展与展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05-112. 

[3] 马秀菊.作业成本法及其应用[J].会计之友，2004,(0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