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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按所耗成本项目计价法”的应用

杨莉贞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南宁 530003）

【摘要】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纵向分配的方法有很多，选择既合理又简便的方法分配

费用是成本核算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实务出发，以生产费用纵向分配方法中的“在产品按所耗材料计价

法”为基础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提出了“在产品按所耗成本项目计价法”，并结合案例分析其在企业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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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问题归集起来就是成本费用的横向与纵向

汇集与分配问题，其中将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

产品之间进行纵向分配，是成本核算工作中一项重要而

又复杂的工作。在产品结构复杂、零件种类和加工工序较

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选择既合理又简便的分配方法在

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费用，成为成本核算工作中

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以生产费用纵向分配方法中的“在产品按所耗

材料费用计价法”为基础进行拓展性的研究，以期为企业

成本核算总结出更科学的方法。

一、“在产品按所耗材料计价法”概述

企业将产品的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进

行纵向分配通常在每月末进行。企业可根据自身特点选

择适合本企业的分配方法。其中，对于各月在产品数量较

多、数量变化较大，同时材料占生产费用份额较高的产品

可选用“在产品只计算材料成本法”。该方法是指企业在

月末分配生产费用时，月末在产品只计算其耗用的直接

材料费用，不计算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加工费用，即产

品的加工费用全部由完工产品负担。以下用一实例来说

明该方法的应用。

例 1：某企业 20××年 9月生产A产品，有关月初在产
品成本和本月生产费用如表1所示：

A产品本月完工60件，月末在产品40件，原材料在生
产开始时一次投入，在产品完工程度50％，各成本项目采
用约当产量法分配。按所耗材料计价法分配生产费用如

表2所示：

这种计价方法最大的特点是将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全部计入完工产品，月末在产品里是没有这两块费用的，

只有材料费用。所以月末只需将直接材料费用在完工产

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其他加工费用全部由完

工产品负担。采用这种方法，可以简化生产费用纵向分配

的工作，本月完工产成品成本等于月初在产品材料成本

加上本月发生的全部生产费用，再减去月末在产品材料

成本。该方法适用于纺织业、造纸业等行业。

在产品按所耗材料计价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费用

纵向分配方法在实践中运用甚广。但是在企业制造系统

日趋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经营呈现多样化、小批化、复杂

化的环境下，成本核算方法也应相应更新。因此，笔者在

在产品按所耗材料计价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些拓展性的

分配方法。

二、“在产品按所耗成本项目计价法”的新探索

按制造成本法核算成本时，主要是将企业的生产费

用划分为料、工、费三个基本的成本项目，继而计算出产

品成本计算对象的成本。从理论上看，在纵向分配生产费

用时，对在产品的分配核算同样可以分别“按所耗人工费

摘 要

月初在产品成本

本月生产费用

合 计

约当产量

分配率

完工产品成本
（60件）

月末在产品成本
（40件）

直接材料

46 800

434 600

481 400

100

4 814

288 840

192 560

直接人工

970

5 880

6 850

—

—

6 850

0

制造费用

600

2 300

2 900

—

—

2 900

0

合计

48 370

442 780

491 150

—

—

298 590

192 560

表 2 A产品成本计算单
（在产品按所耗材料成本计算法）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月初在产品成本

本月生产费用

直接材料

46 800

434 600

直接人工

970

5 880

制造费用

600

2 300

合计

48 370

442 780

表1 月初在产品成本和本月生产费用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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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价”或“按所耗制造费用计价”。本文将这两种在产

品计算方法及以上“按所耗材料成本计价法”统称为“在

产品按所耗成本项目计价法”，即分别按成本项目中所

耗比重最大的项目为在产品的计算依据分配计算在产

品成本。

1. 在产品按所耗人工费用计价法。尽管大部分企业
已实现信息化、自动化，但仍有不少以手工制作产品为主

的企业，如民间手工艺品生产企业。对此类企业在分配生

产费用时，也可采用简化的方法核算。该类企业生产的产

品是民间的劳动人民为适应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就地

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加工生产的工艺美术品。这些产品

的材料价格低廉，基本上是纯手工制作。笔者认为，民间

手工艺品企业规模通常较小，产品制作过程中发生的人

工成本占产品成本的大部分，材料及制造费用较少，可以

对民间手工艺品的生产费用按“在产品按所耗人工费用

计价法”进行纵向分配，提高成本核算效率。

例2：沿用表1月初在产品成本和本月生产费用数据，
为便于计算分析，将例 1中人工费用与材料费用数据互
换，则成本计算如表3所示：

笔者认为，以上方法对民间手工艺品生产企业是具

有一定可行性的。由于其大多具有“家庭作坊”的特点，故

许多企业采用流水成本记账法，将企业发生的所有费用

不区分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全部计入成本费用，在销售

完成后对盈亏采取“秋后算账”的方法，造成生产成本计

算过程无法监控，更谈不上经营分析和决策。所以从管理

角度而言，应该同时也必须将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与销

售成本分别核算。以上方法单独将人工成本作为核算在

产品成本的依据，有助于企业快捷且高效地计算出在产

品成本和完工产品生产成本，并与管理成本、销售成本的

计算严格区分开来。此外，企业在正确核算其他管理和销

售成本的基础上，可根据经验数据，测算出一定环境下的

标杆成本，作为成本核算依据，实际成本及时与标杆成本

比较，寻找差异点、成本控制点，达到指导产品定价、为公

司的经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

目的。对于其他类似性质的企业，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分

配生产费用。

2. 在产品按所耗制造费用计价法。在产品按所耗制
造费用计价法是指月末在产品只计算其耗用的制造费用

等加工费用，不计算直接材料费用。在现实企业中，有部

分产品在归集的生产费用中存在着制造费用占比较大的

情况。在核算产品成本时，是否可以只对其制造费用进

行分配，从而简化分配程序呢？以下以软件企业为例进行

探讨。

目前，对大多数软件产品生产企业而言，企业的主要

产品就是软件，软件基本上没有多少材料成本，且大多数

软件企业属中小企业，中小型软件企业产品化水平较低，

根据客户的需求从事项目化研发，所以其通常以项目为

主体进行成本分配，项目完工之前发生的开发支出及研

发人员费用支出基本上计入间接费用即制造费用。在核

算软件成本时可按软件产品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按项

目开设制造费用明细账，在项目完工验收前将开发过程

中发生的费用计入制造费用，按制造费用分配计算其在

产品成本，材料等费用由完工产品承担。

例 3：沿用表 1数据，为便于计算分析，将材料费用与
制造费用数据互换，月末结算时软件完工率为 80%，则A
产品成本计算如表4所示：

笔者认为，以上方法可优化软件企业的成本核算，同

时对其他相同性质的企业也有借鉴作用。

三、总结

笔者认为，“在产品按所耗成本项目计价法”在生产

费用分配时是可行的。即在分配生产费用时根据企业成

本项目中占比最大的某个项目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

进行分配，占比较小的成本项目全部由完工产品承担，简

化产品成本纵向分配过程，将成本核算与管理及销售过

程严格区分开来，提高成本核算的效率，有助于对成本进

行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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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月初在产品成本

本月生产费用

合 计

完工率

完工产品成本

月末在产品成本

直接材料

600

2 300

2 900

—

2 900

0

直接人工

970

5 880

6 850

—

6 850

0

制造费用

46 800

434 600

481 400

80%

385 120

96 280

合计

48 370

442 780

491 150

—

394 870

96 280

表 4 A产品成本计算单
（在产品按所耗制造费用计算法） 金额单位：元摘 要

月初在产品成本

本月生产费用

合 计

约当产量

分配率

完工产品成本（60件）

月末在产品成本（40件）

直接材料

970

5 880

6 850

—

—

6 850

0

直接人工

46 800

434 600

481 400

80

6 017.5

361 050

120 350

制造费用

600

2 300

2 900

—

—

2 900

0

合计

48 370

442 780

491 150

—

—

370 800

120 350

表 3 A产品成本计算单
（在产品按所耗人工成本计算法）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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