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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流成本会计模式下废品损失的核算

冯江涛

渊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会计系 杭州 310018冤

【摘要】物质流成本会计（MFCA）是当前一种先进的环境成本管理工具，其理念对于正确确认产品成本、引导企业关

注资源节约、提升环保意识至关重要。本文介绍了物质流成本会计思想，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当前成本核算模式下废品损

失的范围及价值确认进行了分析与重构，并列举了相关账务处理示例。

【关键词】物质流 成本会计 物料 环境保护

一、物质流成本会计的引入

当前我国产品成本核算模式中，将废品损失全部计入到

合格品，并且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产损耗与生产废料不

做任何处理，其价值也直接计入到合格品。这一做法的直接后

果不仅会导致产品成本没能真实客观地被计量与反映，还会

造成成本管理重要数据的缺失，给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带来

困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使企业忽视环境成本、无意识

地加重环境负荷，给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隐患。

随着环境与能源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作为一种新型的环

境成本管理工具———物质流成本会计（MFCA）正日益受到全

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及实业界的重视。MFCA理论产生于上世

纪 90年代中后期的德国，并在日本取得了相当成功的实务操

作经验。在我国，学者谢琨和梁凤港（2003）最早开始对

MFCA进行了关注，随后，冯巧根、邓明君、肖序等学者也开

始对MFCA的基本概念、原理进行引介与评述，并对 MFCA

的企业导入问题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MFCA是一种“从实物（物理单位）和金额（货币单位）两

个方面来说明物料流动在某个环节产生何种程度排放，以及浪

费的物料金额情况等的成本会计方法”。在这一新型的核算方

法下，其正负制品的理念与核算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

上述传统废品损失核算方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废品损失

进一步“可视化”，促使企业更专注于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成

本降低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本文基于 MFCA思想，对废

品损失的核算范围、废品损失的价值确认与账务处理进行探讨。

二、物质流成本会计思想概述

1. 成本分类。物质流成本会计核算过程中，将成本分为

物料成本、系统成本、配送/处置成本。其中，物料成本主要指

材料、电力、水、燃料等直接采购成本；系统成本指人工成本、

折旧费及其他管理成本；配送/处置成本指产品配送成本、废

弃物的收集、搬运、整理、处置费用等。这一分类形式与我国传

统成本核算中成本项目的内容非常接近。

2. 制品分类。物质流成本会计中有一组非常重要的概

念，即正制品与负制品。正制品是指可以进入下道工序的半成

品或实际用于产品或产成品上的原材料、人工等；负制品是指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除进入下道工序的半成品以外的所有废弃

物及可循环废弃物。在我国传统成本会计核算体系中，并未体

现这种分类形式，成本核算过程中只反映出两者合计数。

3. 核算原理。物质流成本会计最重要的理论根源之一就

是物质平衡原理。以制造业企业为例，整个生产过程是由各个

物量中心衔接而成。物料进入物量中心后，一部分作为正制品

输出，而另一部分则是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料、废料、碎

屑、碎片、残损品及废品等物料损失，即负制品，作为负制品输

出。根据物质平衡原理，可得到：

移输入越移产品垣移固废垣移废气垣移废水

物质流成本会计通过实物与货币两种形式，对生产过程

中所耗物质的流量与存量进行确认与计量。通过对制造流程

中各个物量中心物料的投入与产出进行检测，确认合格品与

废弃物之间的比率，以此来深入分析负制品的成本构成，找到

负制品产生的源头。通过以上工作，促使企业改善设备和流

程，提高正制品的比率，以达到节约资源、降低污染、削减成本

的目的，从而实现提高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重目标。

某企业生产
投 入 物 料
1 000Kg袁物
料单价为10元
/Kg

该物料中心发生加工费
等系统费用500元

加工费等
系统费用

物量中心1
经分离检测袁 该物
量中心产出正制品
900Kg袁则正制品成
本=900伊10+500伊900/
1 000=9 450渊元冤
负制品成本=100伊
10+500伊100/1 000=
1 050渊元冤

物量中心N
输出输出输入

物质流成本会计核算原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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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在 MFCA核算模式下，转入到

下一生产阶段正制品的成本为 9 450元，而在传统成本核算

模式下，在物量中心 1中，输出不分正负制品，全部成本=1000伊

10+500=10 500（元），直接进入下一生产环节。

三、废品损失范围重构

从上述对物质流成本会计思想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

传统的成本核算模式下，未能将正负制品成本进行分离，将废

品损失直接计入到产品成本中去，从而造成成本信息失真，这

很容易使企业忽视资源节约，淡化环保意识。从长远来看，这

将不利于微观企业个体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要

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应首先对当前成本核算模

式下废品损失的范围进行重构。

1. 传统成本核算模式下废品损失的范围。废品是不符合

规定的技术标准，不能按照原定用途使用，或者需要加工修理

才能使用的在产品、半成品或产成品。废品分为不可修复废品

和可修复废品两大类。由于废品的这种分类，所以一般认为废

品损失是生产过程中造成的产品质量不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

而发生的报废损失和修复费用。

废品损失=报废品成本+产品修复成本

2. MFCA核算模式下废品损失的范围。基于上述 MFCA

成本会计思想，笔者认为，企业废品损失核算的范围应该由以

下几个方面组成：淤生产损耗。即投入物料的跑、冒、滴、漏及

自然耗费。于生产废料。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余料。盂系

统费用耗费。即生产损耗与生产废料所应承担的系统费用（一

般指人工费、制造费等）部分。榆报废品成本。即生产过程中产

出的不符合规定技术标准的产出物所负担的成本。虞产品修

复成本。企业对可修复废品所进行的二次投入所发生的开

支。这是一项作为恢复产品既定标准而发生的额外开支，也

应计入废品损失的核算之内。愚废弃物处置成本。即为处置生

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所发生的运输费、排污费、环境治理

费等。

废品损失=生产损耗+生产废料+系统费用耗费+报废品

成本+产品修复成本+废弃物处置成本

四、废品损失价值确认

在废品损失核算范围确定的基础上，对废品损失价值进

行确认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废品损失价值的确认将直接影响

企业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当期损益的计算。

例 1：某企业生产甲产品所需主要材料为 A材料，材料于

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2012年 11月，企业总计发出材料 1000Kg，

材料单价 10元/Kg，当月发生人工及制造费用为 4 500元。当

月完工 A产品 500件。质检部门发现其中有 10件为不合格

品，经确认，6件完全报废，剩余 4件尚有修复价值。企业当即

组织工人对 4件可修复品进行修复，修复过程中又消耗 A材

料 5Kg，人工及制造费用为 150元。企业管理当局得知，甲产

品中 A材料的含量只占所投材料量的 95%，其余 5%是生产

过程中所发生的自然耗费与所产生的边角余料。当月，企业为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支付处置费 1 000元。

（1）传统成本核算模式下废品损失价值确认。报废品成

本=（1 000伊10+4 500）/500伊6=174（元），产品修复成本=5伊10+

150=200（元），废品损失=174+200=374（元）。

（2）MFCA核算模式下废品损失价值确认。生产损耗及

生产废料=1 000伊10伊5%=500（元），系统费用耗费=4 500伊5%

=225（元），报废品成本=（1 000伊10+4 500）/500伊6伊95%=165.3

（元），产品修复成本=5伊10+150=200（元），废弃物处置成本=

1 000（元），废品损失=500+225+165.3+200+1 000=2 090.3（元）。

五、废品损失账务处理

传统成本核算体系中，“废品损失”作为一级账户。其借方

登记不可修复废品的成本及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贷方登

记废品材料收回的价值、有关赔偿的数额，借贷相抵后的余额

转至“生产成本”账户，该账户期末无余额。关于“废品损失”账

户的性质，当前准则及成本会计类专著中均无明确表示，一般

认为该账户属于成本类账户或笼统地表述为中转类账户。可

以发现，通过这种账务处理方法，明显增加企业产品成本，并

使企业忽视资源节约，淡化环保意识。

在MFCA成本会计理念下，笔者认为，“废品损失”账户

应明确为一种损益类账户。该账户借方登记分离出的生产损耗

与生产废料的价值、生产损耗与生产废料所承担的系统费用

的价值、不可修复废品的成本与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以及

为处置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所发生的各类费用；贷方

登记废品材料收回的价值，借贷相抵后的余额转至“本年利润”

账户，该账户期末无余额。根据实际需要，企业还可在“废品损

失”账户下设“生产损耗”、“生产废料”等各类二级账户。值得

注意的是，对于过失人（或责任人）因造成的废品而进行的赔

偿，应记入“营业外收入”账户，而不应冲减“废品损失”账户。

例 2：某企业为加工 A产品投入材料 1 000Kg，材料单价

20元/Kg。经测算，该单位物料的废料产生率为 10%。2012年

12月，企业完工产品 100件，其中不可修复废品 10件（入库

时发现），经认定，废品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工人张华操作不当

所致，核定赔偿金额 500元。当月企业工人工资 3 000元，设

备折旧费 1 500元。处理废料所得为 400元，其间发生处置费

用 100元。

1. 传统成本核算模式下的账务处理。

（1）生产成本归集。借：生产成本———甲产品 23 000；贷：

原材料———A20 000，应付职工薪酬 3 000。借：制造费用 1 500；

贷：累计折旧 1 500。借：生产成本———甲产品 1 500；贷：制造

费用 1 500。

（2）废品损失处理。废品损失=（1 000伊20+4 500）/100伊

10=2 450（元），废品净损失=2 450-（500+400）=1 550（元），处

置费用 100 元记入“管理费用”账户。借：废品损失 2 450；

贷：生产成本———甲产品 2 450。借：库存现金 400，其他应收

款———张华 500；贷：废品损失 900。借：生产成本———甲产品

1 550；贷：废品损失 1 550。借：管理费用 100；贷：库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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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生产企业制造费用的

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李 艳

渊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 广东肇庆 526114冤

【摘要】在淡旺季明显的季节性生产企业中，各月的生产量差别很大，在分配制造费用时，如果采用常用的比例分配方

法分配，就会造成产量低的月份单位产品分配的制造费用相当高，造成淡旺季产品成本明显不合理。本文介绍了制造费用

的特殊分配方法———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全面详细地阐述了该种方法的适用性和具体实例应用。

【关键词】年度计划分配率 制造费用 淡旺季生产

一、季节性生产企业制造费用分配的特殊性

产量比例法、生产工时比例法、机械工时比例法是较为常

用的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其分配的思路基本一致，就是将基

本生产车间本月发生的制造费用总额按照比例分配计入到各

种产品的成本中，“制造费用”账户月末无余额。但是对于受气

候、环境、农业等影响的季节性企业，如建材、电器等行业，在

一年四季的生产中，具有明显的旺季和淡季，如果仍然用常用

方法来分配，具有明显的不适用性，以下用案例来说明。

例：某企业基本生产车间生产 C1、C2两种产品，该车间

2011年度各月份生产的产量和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金额如

表 1所示。从表 1中可以看出，C1产品一年中最高月产量是

800只，最低月产量是 30只，C2产品最高和最低月产量分别

是700只和 40只，这是典型的季节性生产的特点。

下面引用表 1中 3月份和 7月份的数据，采用产品产量

比例分配法来分析说明制造费用的分配情况。

月份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合计

C1产量渊只冤

500

600

700

800

60

40

40

200

300

200

200

100

3 740

C2产量渊只冤

400

500

800

700

50

50

50

150

100

100

200

100

3 200

实际制造费用渊元冤

3 000

3 500

4 500

4 700

1 000

900

900

1 000

1 500

900

1 200

600

23 700

表 1 2011年各月产量和实际制造费用

100。

2. MFCA核算模式下的账务处理。

承例 2，MFCA核算模式下，生产成本归集部分可与传统

核算方式相同。而废品损失处理方式如下：生产废料=1 000伊

20伊10%=2 000（元），系统费用耗费=4 500伊10%=450（元），报

废品成本=（1 000伊20+4 500）/100伊10伊95%=2 327.5（元），废

弃物处置成本=100（元），废品损失=2 000+450+2 327.5+

100=4 877.5（元）。责任人张华损失赔偿 500元记入“营业外

收入”账户。处理废料所得 400元冲减“废品损失”账户。借：废

品损失———生产废料 2 000、———系统费用耗费 450、———报

废品成本 2 327.5、———废弃物处置成本 100；贷：生产成本———

甲产品 4 777.5，库存现金 100。借：库存现金 400；贷：废品损

失———废料回收 400。借：营业外收入 500；贷：其他应收

款———张华 500。借：本年利润 4477.5；贷：废品损失 4 477.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在对废品损失项目进行核算时，

MFCA核算模式与传统成本核算模式相比，两者核算范围及

账务处理存在根本性的区别。MFCA核算模式通过深入分析

负制品的成本构成，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所有耗费“可视

化”，并且耗费不允许虚列在企业资产当中，这将敦促企业努

力提高正制品的比率，以达到节约资源、降低污染、削减成本，

进而实现提高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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