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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还原一般是指工业制造企业采用综合结转分步

法核算生产成本时，将产成品耗用各步骤（工序）半成品

的综合成本，从最后步骤入手，将其耗用上一步骤半成品

的综合成本逐步分解成原始的成本项目。所以，成本还原

的本质是把产成品消耗各步骤的“半成品”按其成本结构

分解成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这便于分析各

步骤的投入与产出，有利于企业控制产品生产成本。

一、案例资料

东华农用机械公司是一家农用三轮车专业生产商，

产品由三个基本生产车间加工完成：毛坯车间将管材与

板材加工成毛坯件，烤漆车间把毛坯车间加工好的毛坯

件烤漆，组装车间利用烤漆车间转来的半成品和外购配

件组装成完整的农用三轮车。该公司产品成本计算采用

综合结转分步法，毛坯与烤漆车间的半成品均通过半成

品库收发。存货（材料、外购配件、半成品）均采用实际成

本法，存货发出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价。各步骤的

完工产品与在产品采用约当产量法分配，存货均在投产

时一次性投入，各步骤的在产品完工程度均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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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到补差。单到补差是指当月在收到发票并结算

后，如果发票注明的金额与上月暂估金额不一致时，系统

自动生成入库调整单，将实际金额和暂估金额之间的差

额予以调整（正向或反向），否则不进行任何调整。根据以

上案例，长江公司单到补差方式下所做的操作步骤为：

①7月 1日，企业不作任何处理。②7月 10日，收到黄河公

司发票后，在采购模块填制采购专用发票并与6月份暂估

入库单作采购结算，完成后进入核算模块，执行“暂估成

本处理”操作，系统会根据采购发票上注明的报销金额与

6月份暂估金额之间的差额自动生成“入库调整单”，同时

登记存货明细账，将库存的暂估记录调整为与实际相符。

③对“入库调整单”制单，借：原材料 1 500；贷：应付账款

——暂估1 500，调整6月份的暂估凭证。

三、不同暂估方式的比较

从暂估业务处理流程图来看，以上三种方法的处理

结果是一致的，操作的难易程度也大致相当，但笔者认

为，第一种处理方法回冲时间固定为月初，思路清晰，易

于操作者掌握，而且更符合配比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如果企业存货计价方法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或先进

先出法时，采用单到回冲和单到补差两种处理方式，都会

影响到企业成本计算的准确性，因为下月供应商发票到

达之前，上月底暂估的材料是直接参与当月成本计算的，

而月初回冲方式则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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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CEL模型设计过程

1. 编制各车间成本计算单。

图1单元格C3：E4、C6、C7、B13和
F13根据表 1中的初始数据直接输入；

F3=SUM（C3：E3），向下拉填充柄至

F5；C5=C3+C4，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

式至 E5；F6=C6，F7=C7；根据案例资

料，C8=F6+F7∗100%，D8=E8=F6+F7∗
50%；C9=ROUND（C5/C8，2），向右

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9，F9=SUM
（C9：E9）；C10=$F$6∗C9，向右拉填充

柄复制公式至 E10，F10=SUM（C10：
E10）；C11=ROUND（C10/F10，2），

D11=ROUND（D10/F10，2），F11=1，
E11= F11-C11-D11；C12=C5-C10，
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12，F12=
SUM（C12：E12）。由案例资料可知，

C14=ROUND（（F13 + F10）/（B13 +
F6），2）。

图 2 单元格 B17：E17、B18、C19：
E19、B21、B22、B28 和 F28 根据表 1 中

的 已 知 数 据 直 接 输 入 ；F17=SUM
（B17：E17），F18=B18；B19=F18∗C14，
F19=SUM（B19：E19）；B20=B17+B19，
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20，F20=
SUM（B20：E20）；F21=B21，F22=B22；
B23=C23=F21+F22∗100%，D23=E23=
F21+F22 ∗ 50%；B24=ROUND（B20/
B23，2），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24，F24=SUM（B24：E24）；B25=$F
$21∗B24，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25，F25=SUM（B25：E25）；B26=ROUND（B25/F25，2），

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D26，F26=1，E26= F26-B26-
C26-D26；B27=B20-B25，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27，F27=SUM（B27：E27）；C29=ROUND（（F28+F25）/
（B28+F21），2）。

图 3单元格B32：E32、B33、C34：E34、B36和B37根据

表 1中的初始数据直接输入；F32=SUM（B32：E32），F33=
B33；B34=F33 ∗C29，F34=SUM（B34：E34）；B35=B32 +
B34，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35，F35=SUM（B35：
E35）；F36=B36，F37=B37；B38=C38=F36 + F37 ∗ 100%，

D38=E38=F36+F37∗50%；B39=ROUND（B35/B38，2），

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39，F39=SUM（B39：E39）；

B40=F36∗B39，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E40，F40=SUM
（B40：E40）；B41=B35-B40，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41，F41=SUM（B41：E41）。

车间

毛坯
车间

烤漆
车间

组装
车间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

期初完工产品库存 180件，计 59 400元；本期完工产
品200件，期末在产品数量100件。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

期初完工产品库存 120件，计 55 200元；本期完工产
品 320件，期末在产品数量 80件；本期领用毛坯车间
产成品340件。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

本期完工产品数量 420件，期末在产品数量 20件；本
期领用烤漆车间产成品400件。

半成品

19 800

18400

直接材料

10 860

33 440

9 800

5 766.4

1 800

18 000

直接人工

4 320

12 595.2

1 650

10 725.12

920

17 460

制造费用

3 200

18 928

1 480

15 904

830

25 560

各车间初始数据表

图 1 毛坯车间成本计算单

图 2 烤漆车间成本计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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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本还原计算单——逆算法

图 5 成本还原计算单——顺算法

2. 编制产成品成本还原计算单。

根据最后产品一道工序组装车间的成本计算单（图

3）可知，本期完工 420件农用三轮车产品的总成本为 250
240.2元，其中半成品187 614元、直接材料18 900元、直接

人工 17 950.8元和制造费用 25 775.4元。如前文所述，成

本还原的任务就是将这里的半成品 187 614元分解成直

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3个成本项目，现分别采用

逆算法和顺算法介绍如何编制产成品还原计算单。

（1）逆算法。即从最后一个步骤着手，从后往前根据

各步骤的成本结构逐步分解“半成品”成为原始成本项目

的方法，其核心是计算每个步骤的成本结构。

根据图 3组装车间的成本计算单，设置如下单元格：

C44=B40，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F44，G44=SUM（C44：F44）；C45=B26，
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F45，G45=
SUM（C45：F45）；C46=ROUND（$C
$44∗C45，2），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

至 E46，F46=C44- C46- D46- E46，
G46=SUM（C46：F46）；D47=C11，向右

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F47，G47=SUM
（D47：F47）；D48=ROUND（$C $46 ∗
D47，2），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48，F48=C46- D48- E48，G48=SUM
（D48：F48）；D49=D44+D46+D48，向
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F49，G49=
SUM（D49：F49），计算结果见图4。

（2）顺算法。即按先后顺序统计各

步骤的成本项目，然后从后往前计算各

步骤“半成品”的还原系数，最后逐步分

解“半成品”成为原始成本项目的方法，

其核心是计算每个步骤的还原系数。

根据图 3组装车间的成本计算单，

设置如下单元格：D52=C10，向右拉填

充柄复制公式至F52，G52=SUM（D52：
F52）；C53=B25，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

式至F53，G53=SUM（C53：F53）；C54=
B40，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F54，
G54=SUM（C54：F54）；B55=ROUND
（C54/G53，4）；C55=ROUND（C53 ∗
$B$55，2），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55，F55=C54-C55-D55-E55，G55=
SUM（C55：F55）；B56=ROUND（C55/
G52，4）；D56=ROUND（D52∗$B$56，
2），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E56，
F56=C55-D56-E56，G56=SUM（D56：

F56）；D57=D54+D55+D56，向右拉填充柄复制公式至

F57，G57=SUM（D57：F57），计算结果见图5。
笔者认为，逆算法思路清晰易懂，但计算过程复杂，

而顺算法计算过程简便，计算理念却难以理解，各有

利弊。

【注】本文系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2013年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在《成本会计实训》中的

应用”和 2012年度广东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财

务管理专业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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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组装车间成本计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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