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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艺企业成本结转方法比较

庞 颖

渊陕西益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 710000冤

【摘要】近几年文化体制改革方兴未艾，但是并未出台有关文化演艺企业（电影企业除外）会计核算方面的配套文件。

实务中，文化演艺企业的会计核算尤其是成本结转方法多种多样，主观性较大。本文试结合工作实际和相关会计核算理论，

提出四种文化演艺企业可供参考的销售成本结转方法，并就每种方法的基本概念、财务影响及运用约束条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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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的“文化兴国”战略为文
化演艺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和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同

时也对文化演艺企业的成本核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

前仅财政部于2004年下发了《电影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财会
［2004］19号文件），其他类型的文化企业并无类似的会计核算
方面的配套文件。鉴于文化演艺产品的特殊性，需要在遵守会

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基本理论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本行

业行之有效的会计核算办法，本文仅就文化演艺企业成本结

转方法及其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通常来说剧目就是文化演艺企业的产品，包括歌剧、舞

剧、话剧等，一个剧目从创编、排练、彩排、制作到实际演出可

能历时数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归集了大量的成本，那么如

何进行营业成本结转呢？不同的成本结转方法可能对企业的

经营成果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笔者

试在会计核算基本原则尤其是配比原则和谨慎性原则的基础

上提出以下四种成本结转方法，以供参考。

一、成本结转方法

（一）零毛利法

所谓零毛利法，就是本期以收入金额为限结转成本，使毛

利额为零。这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的保守做法。但是，这里存在

一个期限问题，如果取得的收入大于剩余成本，应将剩余成本

一次结转完毕，如果预计在成本结转期内不能完全转销该产

品的库存成本，则应在到期前的最后一次结转时将剩余成本

全部结转计入营业成本。

在我国目前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

了，但是文化产品的消费占生活支出的比例仍然很小，并非生

活必需品；另外，文化产品受个体价值观念、欣赏水平的影响

较大，一个专业上的精品剧目可能不被市场大众所接受，基于

上述考虑可以采用零毛利法，直到成本结转完毕再确认收入。

在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这样可能造成连续几期的财务报表

中此剧目的利润总额都是零，因而如果有经营指标的压力，零

毛利法可能不为管理当局所接受，但这样做符合文化产品消

费实际和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

（二）固定毛利率法

固定毛利率法，通俗地讲就是事先确定一个固定的毛利

率，各期都保持不变，对应地确定一个销售成本率，从而确定

本期需要结转的销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销售成本率=1-固定毛利率
本期结转营业成本=某剧目本期销售收入伊销售成本率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确定各期应结转的营业成本时，需要

时时与某剧目的总成本互相对照，尤其在最后一期应将剩余

产品成本一次性全部结转完毕。

采用这种方法需要根据经验数据事先确定一个合理的毛

利率，一经确定，一定时期内应保持不变，因此要求各期的销

售毛利比较平稳。如果销售毛利的波动较大，固定毛利率法就

失去了其意义。这种方法对财务和税收来说，其影响都是比较

平稳的，但是对固定毛利率的经验估计要求较高。

（三）计划收入比例法

计划收入比例法是指在事先确定的营业成本结转周期

内，以总成本占计划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计划营业成本结

转率，计算确定本期应结转的相应营业成本和应确定的期末

存货。计算公式如下：

计划销售成本结转率=某剧目总成本/成本结转周期内
的预计收入总额伊100%
本期应结转营业成本=某剧目本期实际销售收入伊计划

销售成本结转率

影响计划收入比例法的关键因素在于成本结转周期和某

剧目预计总收入的确定。在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成本结转

周期越长，预计总收入越多，计划销售成本结转率越小，前期

结转的销售成本越低，则利润越大，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

升，绩效考核压力较大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非常青睐该种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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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计划收入比例法的成本结转周期和预计总收入毕

竟是主观判断的结果，由于存在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市场

变化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预计总收入与实际销售收

入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甚至较大的差距，因此对前期的预测

数据要求较高，否则会计信息质量将大打折扣。

（四）场次比例法

场次比例法要求企业相关部门事先预计一个剧目所有的

演出场次，将总成本按照场次予以平均，每期根据演出场次直

接乘以单位场次成本即是该期需要结转的营业成本。计算公

式如下：

单位场次成本=某剧目总成本/成本结转周期内的预计
演出场次

本期结转营业成本=单位场次成本伊本期实际演出场次
场次比例法类似于计算固定资产折旧额的工作量法，采

用该种方法对预计演出场次的估计要求相对准确，这是场次

比例法的基础，也具有文化演艺企业的特色。从财务核算的角

度看，这种方法比较接近于文化演艺企业的实际状况，而且使

纳税期间与会计期间真正意义上相吻合。

二、案例分析

例：某文化演艺企业2009年创编完成一精品剧目A，2009
年底该企业“库存商品———A剧目”账户余额4 500万元。A剧目
预计演出周期为3年，预计演出收入6 000万元，预计演出场次
300次。根据以往的市场经验，假定该类剧目的固定毛利率为
30%。

2010年1月1日开始商业演出，2010 ~ 2012年A剧目的实际
演出情况详见下表：

要求：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试分别采用上述四种

成本结转方法计算A剧目2010 ~ 2012年应结转的营业成本及
相应的毛利额。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A剧目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演出
收入和演出场次均超出了预期目标。以下通过四种成本结转

方法分别进行核算。

1. 零毛利法：根据零毛利法的要求本期以收入金额为限
结转成本，则A剧目2010 ~ 2012年分别确认营业成本3 200万
元、1 300万元和0万元，对应的毛利额分别为0万元，900万元
和1 000万元。

2. 固定毛利率法。A剧目的固定毛利率30%，则销售成本
率=1-30%=70%。

2010年应结转营业成本=3 200伊70%=2 240（万元）
2011年应结转营业成本=2 200伊70%=1 540（万元）
成本结转周期的最后一年剩余成本应全部结转，因此，

2012年应结转营业成本=4 500-2 240-1 540=720（万元）。
A剧目2010 ~ 2012年对应的毛利额分别为960万元、660万

元和280万元。
3. 计划收入比例法。首先计算计划销售成本结转率=

4 500衣6 000伊100%=75%。然后，依次计算A剧目2010 ~ 2012年
应结转的营业成本：

2010年应结转营业成本=3 200伊75%=2 400（万元）
2011年应结转营业成本=2 200伊75%=1 650（万元）
成本结转周期的最后一年剩余成本应全部结转，因此

2012年应结转营业成本=4 500-2 400-1 650=450（万元）。
A剧目2010 ~ 2012年对应的毛利额分别为800万元、550万

元和550万元。
4. 场次比例法。首先计算单位场次成本=4 500衣300=15

（万元）；然后，依次计算A剧目2010 ~ 2012年应结转的营业成
本：

2010年应结转营业成本=160伊15=2 400（万元）
2011年应结转营业成本=120伊15=1 800（万元）
成本结转周期的最后一年剩余成本应全部结转，因此

2012年应结转营业成本=4 500-2 400-1 800=300（万元）。
A剧目2010 ~ 2012年对应的毛利额分别为800万元、400万

元和700万元。
上述四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可以用下表来直观地反映：

由上表比较可知，同样条件下采用零毛利法则A剧目第
一年的毛利额为0，不能为企业贡献利润，但是以后年度能够
带来毛利，经营成果后延；而其他三种方法则都能在第一年实

现毛利，尤其是计划收入比例法，成本结转周期内实现的毛利

额比较平稳且前期较大，为多数企业首选。

三尧结语
综上所述，四种成本结转方法各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要求，

其中零毛利法和场次比例法是有销售收入或演出场次才结转

营业成本，以使成本和收入真正配比；固定毛利率法是以固定

毛利率为基础每期都要结转销售成本，计划收入比例法是根

据计划收入和实际收入的比例结转营业成本，这是它们较大

的不同之处。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斟酌选用，且一经选

定，如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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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收入

演出场次

2010年
3 200
160

2011年
2 200
120

2012年
1 000

60

合计

6 400
340

表 1 金额单位院万元
零毛利法

固定毛利率法

计划收入比例法

场次比例法

2010年
3 200
3 200
3 200
3 200

2011年
2 200
2 200
2 200
2 200

2012年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2010年
3 200
2 240
2 400
2 400

2011年
1 300
1 540
1 650
1 800

2012年
0

720
450
300

2010年
0

960
800
800

2011年
900
660
550
400

2012年
1 000
280
550
700

计算方法

表 2 金额单位院万元
演出收入 结转销售成本 毛利额

阴窑86窑 援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