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窑47窑阴

从成本管理角度分析固定资产

修理费处理方法变更的利弊

【摘要】本文依据新旧会计准则中对生产部门固定资产修理费的不同规定，在对相关案例分析计算的基础上，论述了

固定资产修理费的变更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进而提出对固定资产修理费会计处理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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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旧会计准则对生产部门固定资产修理费的规定

旧会计准则中，生产部门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可以进

行待摊或预提直接计入当期“制造费用”，这主要是考虑到权

责发生制原则。一次性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的支出，可以导致

将来一定期间内固定资产的平稳使用，受益期是有一段时间

的，因此需将这种一次性的支出通过待摊或预提的方式分配

到各个受益期间。此外，将车间发生的固定资产维修费计入制

造费用，然后计入存货，在产品未销售前进行了资本化，这主

要考虑到配比原则。生产车间固定资产所发生的修理费用，是

企业为生产特定产品或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是为取得该产品

或劳务收入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因此应计入该特定产品或劳

务的制造费用。

现行会计准则中，将生产车间日常发生的修理费直接计

入管理费用，即对固定资产修理费进行费用化处理，则主要是

考虑了重要性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并且在实务中具有可操作

性，避免了企业利用修理费来调节当期损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通常固定资产投入使用以后，由于固定资产磨损，各组成部分

耐用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固定资产的局部损坏。为维护固定资

产的正常运转和使用，充分发挥其使用效能，企业将对固定资

产进行必要的维护。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费用、大修理费用等

支出只是确保固定资产的正常工作，一般不产生未来的经济

利益，因此，通常不符合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在发生时应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现行会计准则强化了资产负债观。这些已发生的修

理费放在待摊销的科目里，本身属于企业一经发生就已消耗

的一项“沉没成本”，假如企业破产是不可能用来偿还债务的。

如果将它归类于资产，会虚增企业的资产总额，影响企业财务

指标的公允性。

二、固定资产修理费处理方法变更对成本管理的影响

例：某公司隶属于云南省某大型铜选冶有限责任公司，因

铜选冶行业的特殊性，资产总额中生产用固定资产的比重较大，

主要包括采选矿设备、电解铜设备、辅助生产设备。2010年 1

月该公司总资产 116 796 383.1元，其中固定资产 97 201 496.79

元，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 83.22%。其 2010年成本费用按旧会

计准则归集如表 1所示。该企业电解铜所用铜精矿自给自足，

故其电解铜成本比外购铜精矿电解铜每吨约低 5 000元。

由表 1可知，旧会计准则下，铜精矿及电解铜的产品制造

费用中，生产车间固定资产修理费分别占到 21.10%和 68.58%。

这是因为不仅该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本身很高，而

且由于行业工艺原因，铜选冶的机器设备尤其是电解铜的机

器设备的损耗很高，故设备的维修费用较高。

该公司 2010年成本费用按新会计准则归集见表 2。由表

2可知，现行会计准则下，由于生产车间固定资产修理费不

再计入制造费用，计算的铜精矿的单位成本下降了1 000.22

元（5%），电解铜的单位成本下降了 3 963.86元（17%）。

对比两表可知，固定资产维修费计入制造费用与计入管

理费用，对成本管理主要产生以下影响：

1. 固定资产修理费变更后的有利影响。

（1）使企业成本会计信息更为谨慎。旧会计准则下，企业

项 目

直接材料渊元冤

直接人工渊元冤

制造费用渊元冤

合计渊元冤

产量渊吨冤

单位成本渊元/吨冤

铜精矿

13 726 992.18

378 649.50

4 579 344.08
渊其中固定资产修理费
966 167.77袁占21.10%冤

18 684 985.76

965.96

19 343.44

电解铜

7 903 768.20

20 980.43

2 537 282.88
渊其中固定资产修理费
1 740 174.41袁占68.58%冤

10 462 031.51

439.01

23 830.96

表 1

项 目

直接材料渊元冤

直接人工渊元冤

制造费用渊元冤

合计渊元冤

产量渊吨冤

单位成本渊元/吨冤

铜精矿

13 726 992.18

378 649.50

3 613 176.33

17 718 818.01

965.96

18 343.22

电解铜

7 903 768.20

20 980.43

797 108.47

8 721 857.1

439.01

19 867.10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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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增利润，经常通过企业大修理支出实行预提待摊并用、

随意摊销、支出摊销账户乱用等方式进行跨级造假，致使企业

成本会计信息不准确。而在新会计准则下，由于生产车间的固

定资产修理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不存在此问题。如前

例所述，若该铜冶炼企业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较高，

如一年达 2 706 342.18元，则新会计准则的此规定会导致企

业产品制造成本相对于旧会计准则而言大大降低，使期末在

产品和库存产成品的账面余额相对减少，使企业当期管理费

用加大，当期损益的确认更加稳健。

（2）可以抵减企业当期税负。由于生产车间的固定资产修

理费用不再进行待摊或预提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导致当期成

本费用增加、利润减少，企业所得税费用随之减少。企业修理

固定资产发生的增值税还可以抵扣，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企业的纳税负担，从而加大投资的积极性。如前例所述，企

业 3月 1号生产车间发生维护电解铜设备日常运转的大修理

费用 48万元，则按旧会计准则计入长期待摊费用，2年内摊

销完毕，到了年底，长期待摊费用账面还剩下 28万元，已摊销

之成本费用类科目 20万元。按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当年

所得税费用可以减少 5万元。如果按现行会计准则，48万元

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则当年所得税费用可以减少 12万元。

2. 固定资产修理费变更后的不利影响。

（1）与正确划分成本费用与期间费用的成本核算要求相

抵触。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形成产品成本，并在销售后作为产

品销售成本计入企业损益，而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不应由

产品或劳务成本负担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则

作为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若企业生产部门发生的固

定资产修理费用，可以确认其归属的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固定

资产修理费用一概计入期间费用，则混淆了产品生产费用与

期间费用的界限，容易发生借此调节各月生产费用和各月损

益的做法。如前例所述，铜选冶企业在铜生产过程中，采选矿

设备、电解铜设备、辅助生产设备的修理费用是为铜生产服

务所发生的费用，并可通过分配直接归属到铜精矿和电解铜

中去，若将其一概计入期间费用，显然违背了成本核算的基本

要求。

（2）不利于对成本费用的控制与管理。企业生产所用固定

资产的管理、使用以及维修通常由企业的生产部门负责，如果

把企业生产用固定资产发生的修理费用计入期间费用而不对

象化计入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则不利于企业生产部门对这

部分费用的控制与管理。如前例所述，采选矿设备、电解铜设

备、辅助生产设备的管理、使用以及维修由公司各生产部门对

口负责，这些为生产服务的固定资产，具体管理工作包括日常

维护和修理工作。日常维护工作做得好则修理费用将大大节

约，生产效率也会得到提高，因此对各个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

的修理费用进行比较，可以反映具体生产部门的管理水平，并

及时发现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这部分比重较大的修理

费用计入管理费用，则无法通过该指标对生产部门进行考核。

（3）不便于对管理费用的控制评价。从管理角度而言，生

产部门固定资产的维修频率和费用水平，绝大部分还是受生

产一线工人的工作态度、业务技术水平及设备工作环境等因

素的影响。若将生产用固定资产的修理费在发生时一次性计

入当期损益，恐怕会人为夸大管理费用，不利于对管理者进行

公正的评价。如前例所述，按旧会计准则，该企业管理费用仅

为 543 093.13元。按现行会计准则，铜精矿及电解铜生产车间

的固定资产修理费分别高达 966 167.77 元及 1 740 174.41

元，均计入管理费用，将使管理费用暴增。企业若以此作为对

管理者进行评价的依据，显然有失偏颇。

（4）不利于产品定价。如果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

的固定资产修理费不作为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进行确认，其

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就不能完整地反映固定资产的使用成本

和真实的生产消耗水平，将降低企业成本信息的使用价值，不

利于公司进行产品定价等决策行为，尤其在固定资产比重占比

较高的一些行业表现突出。

如前例所述，铜精矿和电解铜的生产车间固定资产修理

费分别为 966 167.77元和 1 740 174.41元，旧会计准则下，占

各自制造费用的 21.10%和 68.58%。在现行会计准则下，不将

此生产车间固定资产修理费计入制造费用，致使计算的铜精

矿的单位成本下降了 5%，计算的电解铜的单位成本下降了

15%，必将导致产品定价偏低。

三、固定资产修理费会计处理的改进建议

根据成本会计的核算要求和费用划分原则，对于企业生

产部门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是计入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

还是期间费用，可以按照其用途，根据受益对象的具体情况来

明确其归属。如果一项固定资产确定属于生产部门使用的，直

接用于产品的生产或劳务的提供，即与产品的生产或劳务的

提供存在着联系，那么就应该进行对象化处理计入产品或劳

务成本。对于与产品的生产或劳务的提供存在着联系的固定

资产修理费用，还可以进一步根据计入成本的方式分为直接

计入费用和间接计入费用：能够明确归属于某种特定产品耗

用的费用，直接根据成本计算对象全部计入所生产的产品、劳

务成本中。若一项固定资产用于多种产品的生产或劳务的提

供，则统一归集到制造费用中，然后通过一定标准分配计入对

应的产品、劳务成本中。具体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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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

发生时一次性计入制造费用袁根据具体收益情况按
一定标准分配至产品成本中遥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袁如有被替换的部分袁应扣除其
账面价值遥

允许采用预提或待摊方式核算遥大修理费用采用预
提方式的袁应在两次大修理间隔期内各期均衡地预
提预计发生的大修理费用袁 并计入有关的产品成
本曰采用待摊方式的袁应当将发生的大修理费用在
下一次大修理前平均摊销袁计入有关的产品成本遥

满足固定
资产确认
条件

生产部门
中小修理费

不满足固
定资产确
认条件

生产
部门
大修
理费

项 目

表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