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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有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八十多家，在经历了金

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使出口增速减缓，外销转内销的企业

为了打开国内市场销路,不得不主动降低产品价格。同时纺织
服装类上市公司还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原

材料价格上涨的多重威胁。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要进一步发

展，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已不能满足成本核算的要求，而作业

成本法则可以有效解决成本核算不准带来的问题。

作业成本法（简称 ABC法），是一种以作业为基础，通过
对所有作业活动进行动态追踪，对各种作业的间接费用采用

不同的间接费用率将成本进行合理分配的成本计算方法。作

业成本法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作业组成，企业的每一项作业都要耗用一定的资源，企业产品

的生产需要通过一系列作业完成。因而，产品的成本实际上就

是企业全部作业所消耗资源的总和。在运用作业成本法计算

产品成本时，关注的重点是制造费用的分配。以直接追溯或动

因追溯的方式计入产品成本，尽量避免分摊方式分配产品成

本，使产品成本的计算更加科学、准确。

一、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中传统成本核算法存在的问题

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大多采用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主

要以直接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进行制造费用的分配。传统的

成本核算方法一般采用两个步骤进行间接费用的分配：第一

步先将归集起来的辅助生产费用分配到各生产部门，第二步

再将归集的间接制造费用分配到各种具体的产品。在分配间

接制造费用时，一般采用直接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作为分配

标准，在间接制造费用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是比较合理的。

在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面临多重威胁的今天，市场竞争

愈演愈烈，品牌战略成为企业成功的核心。纺织服装类上市公

司企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设备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导致企

业间接制造费用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传统的以直接人工工时

或机器工时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是建立在“产量高的产品耗

用的资源多”的这一假设前提下，所以采用这种简单的分摊方

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发展的现状。另外，

在消费者日益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今天，纺织服装企业传统

的品种单一、批量较大的生产模式已让位于品种多样、批量较

小的生产模式，高端定做模式已逐渐采用。

在当前这种生产模式下，与单个产品生产工时无关的费

用越来越多，例如产品设计费、产品试验费、设备调整准备费

用、搬运费用、质检费用等生产辅助费用。如果把这些与产品

生产工时无关的费用简单地按工时分配计入产品成本，必然

造成分配结果偏差较大，导致核算出的产品成本不够准确，影

响企业的经营决策。

二、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运用的比较分析

为了比较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下面举例进行分析

说明。假设某服装上市公司本月只生产普通西服和时装西服

两种产品，采用流水线生产，现选取缝纫车间实施作业成本法

核算产品成本，缝纫车间包括裁剪、机器缝纫、手工锁扣眼、钉

扣和检验等作业。其中，缝纫人员采用计件工资，其工资直接

计入直接人工，其他人员为固定工资，有关成本资料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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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当前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应用传统成本法核算存在的问题。通过实例比较作业

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核算产品成本的差异，提出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应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产品成本核算，使产品成本的

计算结果更加科学、准确，以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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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其中院样板制作人员工资
裁剪人员工资

钉扣尧锁眼人员工资
检验人员工资

车间机器折旧费

车间管理尧办公费
车间其他费用

普通西服
渊1 000冤件
280 000
45 000

362 800
31 000
25 000
9 000

11 000
210 000
37 800
39 000

时装西服
渊600冤件
156 000
30 000

合计

436 000
75 000

362 800
31 000
25 000
9 000

11 000
210 000
37 800
39 000

873 800合计

表 1 2012年 5月生产成本汇总表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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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作业成本法核算产品成本，企业可以确定下列作业：

1. 样板制作及裁剪作业———作业 1。
该服装公司生产的普通西服分 5个型号，需要 5套样板，

而时装西服在 5个型号的基础上，又分出 4种款式，因此需要
20套样板。每种型号和款式的产品平均每月需消耗一套样
板，而且每一种样板的制作费大致相同，裁剪工作一般按制作

的样板由机器下料，因此，样板制作及裁剪作业传统西服和时

装西服耗用该项作业的比例为 20%颐80%。
2. 钉扣、锁眼和检验作业———作业 2。
钉扣、锁眼和检验这三道工序中，普通西服和时装西服没

有什么区别，可以按照生产数量进行分配，因此，钉扣、锁眼

和检验作业传统西服和时装西服耗用该项作业的分配比例

为 62.5%颐37.5%。
3. 机器折旧作业———作业 3。
由于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其折旧费所占比重较大。

公司新购入的一台价值 720万元的设备，主要是为生产时装
西服而购入的，其月折旧 6万元应直接计入时装西服，该设备
本月发生机器工时 500小时。该公司本月发生折旧费 21万
元，发生机器工时 8 000小时，其中普通西服 4 800小时，时装
西服 3 200小时（2 700+500）。21万元首先扣除 6万元应直接
计入时装西服的折旧费，其余额按照扣除该设备机器工时后

的机器工时（即 8 000-500）小时进行分配。
4. 车间管理作业———作业 4。
车间管理是一项维持性作业，很难分清为哪种产品所消

耗。可以按照承受能力的原则进行分配，以各种产品预计的销

售量乘以预计单价作为分配基础，分配该项作业（假设本例中

产量与预计销量一致）。普通西服的预计单价为 960元，而时
装西服的预计单价为 1 600 元，则该项作业的分配比例为
50%颐50%。

根据表 2计算结果，加上直接材料、直接人工成本，计算
得出作业成本法下产品成本：

普通西服总成本=280 000+45 000+158 100=483 100（元）
普通西服单位成本=483 100衣1 000=483.1（元）
时装西服总成本=156 000+30 000+204 700=390 700（元）
时装西服的单位成本=390 700衣600=651.17（元）
如果采用传统成本核算方法分配制造费用，该公司将制

造费用统一按机器工时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分配率=362 800衣8 000=45.35
普通西服分配的制造费=45.35伊4 800=217 680（元）
时装西服分配的制造费=45.35伊（2 700+500）=145 120（元）

普通西服的单位成本=542 680衣1 000=542.68（元）
时装西服的单位成本=331 120衣600=551.87（元）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两种成本法计算的产品总成

本相差 59 580元，普通西服的单位成本相差 59.58元，时装西
服的单位成本相差 99.3元。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制造费用的分
配方法不同。传统成本核算方法分配制造费用，分配标准单

一，一般采用直接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作为分配依据。作业成

本法通过分析引起相关成本对象的总成本发生变动的因素，

采用不同层面、众多的成本动因进行制造费用的分配，分配结

果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从本例中就可以看出，时装西服的

款式多样，有自己特殊的加工工艺，按照作业成本法核算，能

够反映产品成本的真实情况，核算结果科学准确，有利于企业

进行成本控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运用作业成本法应注意的问题

目前，国内有关作业成本法的理论研究很多，实际中作业

成本法在电子制造业、化工制造业、冶金等行业应用较多，但

在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运用较少。纺织服装类上市公司在运

用作业成本法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运用作业成本法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作业成本法

适用于非产量相关制造费用比重加大的情况。其次，采用作业

成本法要注意成本效益原则。作业成本法核算成本比较准确，

但需要增加成本核算费用，企业在采用作业成本法要注意成

本效益原则，可以对传统的产品，比如成本比较稳定的产品，

按照定额进行制造费用分配，其他产品再采用作业成本法进

行核算，可以有效降低核算成本。最后，注意作业成本与作业

动因的相关性。作业成本与作业动因的相关性，直接影响产品

成本计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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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普通西服

280 000
45 000
217 680
542 680

时装西服

156 000
30 000
145 120
331 120

合计

436 000
75 000
362 800
873 800

表 3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计算表 单位院元

表 2 作业成本分配表 单位院元
项 目

作业成本发生额

产品型号及款式

产品数量

机器工时

产量伊单价
分配率

普通西服的作业动因

时装西服的作业动因

普通西服的作业成本

时装西服的作业成本

作业1
56 000

25

2 240
5

20
11 200
44 800

作业2
20 000

1 600

12.5
1 000

600
12 500
7 500

作业3
210 000

7 500

20
4 800
2 700

96 000
114 000

作业4
76 800

1 920 000
0.04

960 000
960 000
38 400
38 400

合计

362 800

158 100
204 700

作
业
动
因

注院作业3分配时先按7 500渊8 000-500冤工时分配150 000
渊210 000-60 000冤元的作业成本袁分配后时装西服的作业成本
再加上60 000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