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116·2014.7上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对成本报表的分析能够用来评价成本计划的执

行情况，挖掘降低产品成本、节约费用支出的潜力，为成

本预测、生产经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通常情况下，在对

企业全部产品及可比产品的成本降低任务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还应对企业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进行深入分析，这

主要针对那些成本超支或节约较多的产品，以便克服缺

点，吸取经验，更有效地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产品的

各项成本构成来看，直接材料成本一般占产品单位成本

的比重较大，所以应该作为重点项目进行分析。

原材料成本主要受单位产品原材料耗用量和原材料

价格两个因数的影响。各个因数变动对原材料成本的影

响（额）可用差额分析法计算如下：

某种原材料消耗数量变动的影响=（实际单位耗用

量-计划单位耗用量）×原材料计划单价

原材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实际单位耗用量×（原材料

实际单价-原材料计划单价）

例1：假定乙种产品本年计划成本和本月实际发生的

材料消耗量和材料单价如表1所示。

单位乙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实际比计划降低 4.32元，

其中：耗用量变动影响的降低额=（20.15-20.20）×25.00+
（12.72-13.12）×30.00=-13.25（元），单价变动影响的降低

额=20.15 ×（25.26- 25.00）+12.72 ×（30.29- 30.00）=8.93
（元），两个因数变动影响的代数和=-13.25+8.93=-4.32
（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使

得单位乙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增加 8.93元，但是由于原材

料耗用量的减少使单位乙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减少 13.25
元，所以，本月单位乙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实际比计划降低

了 4.32元。只要原材料单价升高确实是由市场价格上涨

或者国家上调价格等外界客观因素引起的，而且没有因

为原材料耗用量的减少而影响产品的质量，那么就可以

做出企业本月在加强成本管理、降低产品直接材料成本

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评价。

一般来说，原材料价格变动多属外界因素，需结合市

场供求和材料价格变动情况具体分析。而影响原材料耗

用量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产品设计的变化，下料方法和生

产工艺的改变，材料利用程度的变化，材料质量的变化，

原材料配料或代用材料的变化，废品数量和废品

回收利用情况的变化，原材料综合利用情况，生

产工人的劳动态度、技术操作水平以及机器设备

的性能等。

本文将从产品重量减轻和原材料利用率提

高两个因数，对影响原材料耗用量变动的原因进

行分析。

二、产品重量减轻对原材料耗用量变动的

影响

例2：假定企业用A材料制造甲产品，单位甲

王晓秋（副教授） 严鹏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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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名称

A

B

小 计

减：废品
回收价值

合 计

计量
单位

千克

元

耗用量

计划

20.20

13.12

实际

20.15

12.72

单价

计划

25.00

30.00

实际

25.26

30.29

直接材料成本

计划

505.00

393.60

898.60

30.60

868.60

实际

508.99

385.29

894.28

26.60

868.28

差异

数量

－0.05

－0.40

金额

＋3.99

－8.31

－4.32

－4

－0.32

表 1 乙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分析表

20××年12月 金额单位：元

直接材料成本中耗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企业在对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进行分析时，需要分成本项目查明产品单位成本升降的具体原因。而直接

材料成本一般占产品单位成本的比重最大，因此本文在对直接材料成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产品重量减轻和原

材料利用率提高两个因数，重点对直接材料成本中耗用量因素进行分析，对原材料利用率变动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

成本的影响公式进行推导。

【关键词】直接材料 成本分析 产品重量 原材料 利用率 耗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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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净重 40千克，耗用A材料成本 2 000元。改进产品设

计后，产品净重 38千克，原材料利用率（产品净重量或有

效重量与耗用的原材料重量之比）不变。计算该项改进措

施使得甲产品单位成本降低的金额。

38÷40×100%=95%，表示产品设计改进后的产品净重

是改进前的95%；1-95%=5%，表示产品设计改进后，产品

的净重减少了 5%。在原材料利用率和原材料单价不变的

情况下，单位甲产品耗用的原材料成本（在变动前的基础

上）降低了 5%，所以，产品设计改进后单位甲产品直接材

料成本降低的金额为：2 000×（1-95%）=100（元）。

推而广之，在原材料利用率和原材料单价不变的情

况下，产品重量变动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影响（金

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产品重量变动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影响

=（1- 变动后产品重量
变动前产品重量

）×

根据因数分析法的规则，没有分析到的因数用变动

前的数据，或者说，应在变动前的基础上计算降低额。

三、原材料利用率提高对原材料耗用量变动的影响

例3：假定某企业对乙产品原材料加工方法和加工设

备进行了改变，并采取合理的套裁下料措施减少了毛坯

的切削余量和工艺损耗，提高了原材料利用率，节约了原

材料消耗。该企业改进原材料加工方法和加工设备前后

的有关资料如表2所示。

由表 2可计算出：乙产品单位直接材料成本降低了

100元，是由于产品重量减轻和原材料利用率提高这两个

因数影响的。对于一个已经定型的产品，一般来说，原材

料利用率提高和产品重量减轻两个因数中，前者比后者

更重要一些，因此，以下先分析原材料利用率提高对单位

产品直接材料成本降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产品

重量减轻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降低的影响。

（一）原材料利用率提高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影

响

原材料利用率变动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影

=（1- 变动前原材料利用率
变动后原材料利用率

）×

对以上公式的直观理解：设变动前单位产品投入生产

的原材料需要量为1，例2中原材料利用率变动前形成单位

产品有效重量的原材料为92%，变动后形成单位产品有效

重量的原材料为95%，也就是说，变动前形成单位产品有效

重量的原材料为变动后形成单位产品有效重量的原材料

的92/95。因此，由于原材料利用率的提高，使得耗费的原

材料减少了（1-92/95），用其乘上变动前单位产品的直接材

料成本，所得到的就是原材料利用率提高使得单位产品直

接材料成本降低的金额（注意因数分析法的规则：先分析数

量因数，后分析价格因数，此处还没有分析到价格因数）。

由于原材料利用率提高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影

响的计算公式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理解，甚至会有人

对其产生异议，所以本文将该计算公式推导如下：

按照因数分析法的规则，先分析数量因数，即原材料

利用率提高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降低的影响（应注

意，原材料利用率提高，与产品有效重量提高不是一回

事；以下公式中的“改进前”和“改进后”是指原材料利用

率的改进）。

∵原材料利用率= 产品有效重量（净重量）
投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

/×100%

∴ 改进前原材料的利用率
改进后原材料的利用率

=

改进前产品的
有效重量（净重量）
改进前投入生产
的原材料重量

÷

改进前产品的
有效重量（净重量）
改进后投入生产
的原材料重量

= 改进后投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
改进前投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

∵

改进后投入生产
的原材料重量
改进前投入生产
的原材料重量

= 改进前原材料的利用率
改进后原材料的利用率

∴改进后投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改进前投入生产

的原材料重量× 改进前原材料的利用率
改进后原材料的利用率

原材料利用率变动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影响

（降低额）

=（改进前单位产品投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改进后

单位产品投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原材料单价

=（改进前单位产品投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改进前单

位产品投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改进前原材料的利用率
改进后原材料的利用率

）

×原材料单价

项 目

原材料消耗总量（千克）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量（千克）

原材料平均单价（元/千克）

原材料总成本（元）

加工后产品净重（千克）

原材料利用率（%）

每件净重（千克）

单位产品原材料成本（元）

改进前

20 000

50

50

1 000 000

18 400

92

46

2 500

改进后

19 200

48

50

960 000

18 240

95

45.6

2 400

表 2 乙产品原材料利用率分析表

20××年12月 产量：400件

变动前单位产品
的直接材料成本

变动前单位产品
的直接材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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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进前原材料的利用率
改进后原材料的利用率

）×改进前单位产品投

入生产的原材料重量×原材料单价

=（1- 改进前原材料的利用率
改进后原材料的利用率

）×

即：原材料利用率变动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

影响=（1- 变动前的原材料利用率
变动后的原材料利用率

）×

根据上述公式的推导，再次对例2进行分析：

原材料利用率提高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影响

=（1- 92%
95%）×2 500=78.95（元）（降低额）

（二）产品重量减轻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影响

产品重量减轻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影响

=（2 500-78.95）×（1- 45.6
46 ）=21.06（元）（降低额）

以上计算公式中，（2 500-78.95）为第一个因数变动

后的单位产品原材料成本；（1- 45.6
46 ）如果用百分数表

示，则为产品重量减轻使得（2 500-78.95）降低的百分比

（因数分析法的规则：已经分析过的因数，其相应的数值

采用变动后的数值）；两者的乘积为产品重量减轻对单位

产品直接材料成本的影响金额（降低额）。

以上两个因数对单位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引起的降低

额合计为：78.95+21.06=100.01≈100（元）。

应该指出，企业对直接材料成本中耗用量进行分析时，

除了考虑上述两个因素外，还应该结合其他因素具体分

析，以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寻求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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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划成本分配法之改进》一文的商榷

董 想 邢维维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 050091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廊坊 065200）

【摘要】本文分别从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差异的结转和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差异的数额计算两个角度，对《计

划成本分配法之改进》一文提出了改进建议，望与同行商榷。

【关键词】计划成本 成本差异 辅助生产成本

《财会月刊》2013年 8月（上）刊登了邹金伶等老师的

文章《计划成本分配法之改进》（以下简称《邹文》），其中

分析了按计划成本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的另一种改进方

法。笔者深受启发，但在仔细阅读和演算之后，发现原文

存在两处疏漏，现提出与邹老师商榷。

问题一：对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之间的差异一律简

化处理是否合适？

可靠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两

大原则之一，前者要求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准确完

整，后者要求对于重要的经济业务应重点核算、单独反

映，而对于不重要的经济业务，则可适当简化处理或合并

反映。

目前大部分的成本会计教材中，对于按照计划成本

法对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所产生的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的

差异，为简化核算，全部计入管理费用。《邹文》也是这样

处理的。笔者认为此种做法既没有区分差异金额的大小，

也没有区别经营管理的需要，而一律计入管理费用，显然

有失妥当。为此，笔者认为应做如下改进：

1. 若差异额较大或企业管理上要求精确提供各项成

本费用的数额，则应按照一定方法，如受益比例法（辅助

车间之外受益单位耗用量占辅助车间之外受益单位总耗

用量的比例），将上述差异在辅助生产单位之外的受益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