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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解读

苏喜兰（教授）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院 郑州 450015）

【摘要】 2013年8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自2014年1月1日起在除金融保险业以外

的大中型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本文从总体变化、产品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产品成本归集分配方法等

方面，将新成本核算制度与现行做法进行比较分析，以利于企业对新成本核算制度的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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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企业产品成本核算，保证产品成本信息真实、完

整，促进企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财政部发布了《企业

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简称“新成本核算制度”）。

新成本核算制度是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继承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行业会计制度、

《企业会计制度》以及有关行业核算办法（简称“现行做法”），

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有机整合零

散分布在存货、固定资产、借款费用、无形资产、应付职工薪

酬等具体准则中关于产品成本要素的内容，对企业产品成本

核算办法进行的改革和发展。本文对新成本核算制度与现行

做法进行比较分析，以利于企业对新成本核算制度的理解和

运用。

一、总体变化

1. 规范的对象改变，更能体现制造成本法的要求。现行

做法按行业进行规范，包含了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的核算，

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成本法的痕迹。而新成本核算制度

按产品（或劳务）进行规范，所以不再包含期间费用核算，更

能体现制造成本法的要求，且避免了与会计准则的重复。

2. 适用范围扩大。新成本核算制度广泛适用于大中型企

业，包括制造业、农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采矿

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

业的企业，其他未明确规定的行业比照以上类似行业的规定

执行。

新成本核算制度以制造业为蓝本制定有关规定，企业通

常情况下应当根据该规定进行产品成本核算。兼顾农业、批

发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

业、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业和其他行业的特点，并对

其行业特有的有关产品成本核算内容进行了规定，以满足企

业集团化管理、多元化经营的成本管理需要。

3. 框架结构更精简，但核心内容不变。如表 1所示，现行

做法与新成本核算制度均以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成本

的归集与分配方法及完工产品成本的结转为核心内容。但新

成本核算制度的结构更精简。

需要注意的是，产品成本核算仍然采用制造成本法。即

产品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产品过程中所发生的材料费用、职

工薪酬等，以及不能直接计入而按一定标准分配计入的各种

间接费用，不包含期间费用。所以新的成本核算制度中不再

使用生产费用概念，代之以产品成本，与制造成本法概念相

统一。

4. 新制度体现了成本核算要与成本管理相结合的理念。

企业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编制、执行企业产品成本

预算，对执行情况进行分析、考核，落实成本管理责任制，加

强对产品生产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控制，加强产品成本

核算与管理各项基础工作。

二、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企业应当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确定成本核算

对象，归集成本费用，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行业企业的

成本核算对象详见表2。

如果企业内部管理有相关要求的，还可以按照现代企业

多维度、多层次的管理需要，确定多元化的产品成本核算对

象。多维度，是指以产品的最小生产步骤或作业为基础，按照

企业有关部门的生产流程及其相应的成本管理要求，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组合出产品维度、工序维度、车间班组维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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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设备维度、客户订单维度、变动成本维度和固定成本维度

等不同的成本核算对象。多层次，是指根据企业成本管理需

要,划分为企业管理部门、工厂、车间和班组等成本管控层次。

三、制造企业成本项目设置不变，补充了其他行业企业

应设置的成本项目

根据新成本核算制度，制造企业一般设置直接材料、燃

料和动力、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成本项目。同时规定了农

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其他行业企业的成本项

目。详见表3。

四、产品成本归集、分配方法

1. 产品成本归集、分配的原则不变。企业所发生的费用，

能确定由某一成本核算对象负担的，应当按照所对应的产品

成本项目类别，直接计入产品成本核算对象的生产成本；由

几个成本核算对象共同负担的，应当选择合理的分配标准分

配计入。

制造企业辅助生产部门为生产部门提供劳务和产品而发

生的费用，应当参照生产成本项目归集，并按照合理的分配标

准分配计入各成本核算对象的生产成本。辅助生产部门之间

互相提供的劳务、作业成本，应当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交互

分配。互相提供劳务、作业不多的，可以不进行交互分配，直

接分配给辅助生产部门以外的受益单位。

2. 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中引入了作业成本法。制造企业发

生的制造费用，应当按照合理的分配标准按月分配计入各成

本核算对象的生产成本。企业可以采取的分配标准包括机器

工时、人工工时、计划分配率等。

季节性生产企业在停工期间发生的制造费用，应当在开

工期间进行合理分摊，连同开工期间发生的制造费用，一并

计入产品的生产成本。

制造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特点和条件，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采用作业成本法对不能直接归属于成本核算对象

的成本进行归集和分配。

3. 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成本的计算方法基本不变，但增

加了灵活性。制造企业可以选择原材料消耗量、约当产量法、

定额比例法、原材料扣除法、完工百分比法等方法，恰当地确

定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实际成本，并将完工入库产品的产品

成本结转至库存产品科目；在产品数量、金额不重要或在产

品期初期末数量变动不大的，可以不计算在产品成本。企业

内部管理有相关要求的，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确定

多维度、多层次成本核算对象的基础上，对有关费用进行归

集、分配和结转。

另外，新成本核算制度仍然将产品成本作为企业的商业

秘密，不要求对外披露成本报表资料，但要按期编制成本报

表，服务于企业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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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别

制造企业

农业企业

批发零售
企业

建筑企业

房地产
企业

采矿企业

交通运输
企业

信息传输
企业

软件及信
息技术服
务企业

文化企业

其他行业
企业

成本核算对象

按照产品品种、批次订单或生产步骤等确定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按照生物资产的品种、成长期、批别（群别、批次）、与农业生产
相关的劳务作业等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按照商品的品种、批次、订单、类别等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按照订立的单项合同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单项合同包括建造多
项资产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合同分立原则，
确定建造合同的成本核算对象。为建造一项或数项资产而签订
一组合同的，按合同合并的原则，确定建造合同的成本核算对
象

按照开发项目、综合开发期数并兼顾产品类型等确定成本核算
对象

按照所采掘的产品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以运输工具从事货物、旅客运输的，一般按照航线、航次、单船
（机）、基层站段等确定成本核算对象；从事货物等装卸业务的，
可以按照货物、成本责任部门、作业场所等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从事仓储、堆存、港务管理业务的，一般按照码头、仓库、堆场、
油罐、筒仓、货棚或主要货物的种类、成本责任部门等确定成本
核算对象

按照基础电信业务、电信增值业务和其他信息传输业务等确定
成本核算对象

科研设计与软件开发等人工成本比重较高的，一般按照科研课
题、承接的单项合同项目、开发项目、技术服务客户等确定成本
核算对象。合同项目规模较大、开发期较长的，可以分段确定成
本核算对象

按照制作产品的种类、批次、印次、刊次等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比照以上类似行业的企业确定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表 2 不同行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企业类别

制造企业

农业企业

批发零售
企业

建筑企业

房地产
企业

采矿企业

交通运输
企业

信息传输
企业

软件及信
息技术服
务企业

文化企业

其他行业
企业

成本项目

直接材料、燃料和动力、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机械作业费、其他直接费用、间接费用等

进货成本、相关税费、采购费等

直接人工、直接材料、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等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
设施建设费、公共配套设施费、开发间接费、借款费用等

直接材料、燃料和动力、直接人工、间接费用等

营运费用、运输工具固定费用与非营运期间的费用等

直接人工、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低值易耗品摊销、业
务费、电路及网元租赁费等

直接人工、外购软件与服务费、场地租赁费、固定资产折旧、无
形资产摊销、差旅费、培训费、转包成本、水电费、办公费等

开发成本和制作成本等

比照以上类似行业的企业确定成本项目

表 3 不同行业企业产品成本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