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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毛衫企业成本核算方法的优化设计

陈艳梅，胡桂兰（教授）

（嘉兴学院商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经调查，OEM经营模式在浙江嘉兴毛衫市场广泛存在，但这些企业的产品成本数据不真实、不准确，
影响了企业的成本控制和管理。本文结合传统成本核算方法（分批法）和现代成本核算方法（作业成本法），优化设

计了一种“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以期为提高OEM模式毛衫企业的成本核算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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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俗称代工
生产，是指产品研发设计公司不负责生产产品，而是委托

其他生产商生产，待产品生产完工后，直接贴上设计公司

品牌进行产品销售。OEM经营模式具有经营风险小、门
槛低的优点，为浙江嘉兴毛衫企业广泛采用。为了节约人

力资源和经营成本，OEM毛衫企业一般不专设成本会
计，极易造成企业成本数据不充分，成本控制具有盲目

性。本文以期通过分析分批法和作业成本法的优缺点，为

OEM毛衫企业优化设计一种普遍适用的成本核算方法。
一、OEM毛衫企业的生产特点及其成本核算存在的

问题

1. OEM毛衫企业生产特点。OEM毛衫企业以接受
国内外的生产订单为主要业务来源，根据客户的需求生

产产品。尽管羊毛衫种类多样，但其生产流程基本相

同，可以划分为倒毛机加工、横机加工、检验、套口这四个

环节。

上图中，在倒毛机加工环节，倒毛机对筒状原纱进行

打蜡处理。之后，多样的毛衫样式则由横机来完成，横机

拥有不同的针距型号，选针成为编织出不同花型的关键。

接着，员工检验产品颜色、手感、气味等。毛衫缝合是把各

个衣片和附件按款式要求连接成成衣的过程，而套口机

是毛衫缝合的主要机器。最后经过简单处理，产品入库。

2. OEM毛衫企业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嘉兴
濮院的20余家毛衫企业成本核算进行调研，OEM毛衫企
业通常采用“以耗定本”的方式来归集毛衫产品成本，即

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材料费、人工费等费用来归集成本，

而毛衫的成本分配则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即以当月

毛衫的产量为分配标准来分配各批次毛衫的成本。在成

本核算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成本核算基础薄弱。毛衫企业的定额管理制度，
原始记录制度，财产物资的计量、收发、领退和盘点手续

制度，内部结算价格制度不健全，而且对于产品生产中的

材料损耗等，管理层没有准确的数据资料。

（2）成本费用分配基础单一。企业仅采用产品批次产
量为分配基础，与某些生产作业相关性极小，易造成成本

的交叉补偿。

（3）成本核算方法不够先进。“以耗定本”与“平均分
配”仅能反映整体生产流程的成本消耗，未能反映各环节

的成本耗费。

（4）企业中缺乏专业成本核算人员。企业一般采用代
理记账模式或聘请普通会计人员的方法，成本核算缺乏

人力资源基础。

二、OEM毛衫企业成本核算方法优化设计依据
OEM毛衫企业成本核算方法的设计，应当符合实际

成本核算、收益分配、分期核算、一致性、重要性、及时性

原则。我国成本制度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产品生产过程的

特点、生产经营组织的类型、产品种类的繁简和成本管理

的要求，确定产品成本核算的对象、项目、范围，及时对有

关费用进行归集、分配和结转。OEM毛衫企业根据顾客
订单进行产品生产，而分批法适用于根据购买者订单生

产的企业。所以OEM毛衫企业可采取分批法进行成本核
算。但由于OEM毛衫企业产品生产成本中制造费用占有
一定比重，采用单一标准进行分配的分批法对间接费用

分配不合理，故本文将作业成本法与其进行结合（以下将

其统称为“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作业成本法中多种成

本动因对间接费用计量更加准确、分配更加详细。结合型

成本核算方法符合毛衫的生产特点，适合其生产方式，符

原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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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OEM毛衫企业对间接费用管理的要求，同时满足企业
成本报表的编制需求，故采用这种方法是理想的选择。

三、OEM毛衫企业成本核算：结合型方法
为了说明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在OEM毛衫企业中

的具体应用，本文通过一个实际案例对该方法的应用进

行详细说明。某OEM毛衫企业 11月正在生产 4批产品：
001批次的丝光羊毛衫5 000件，于上月已投产，本月完工
2 000件；002批次的羊毛裤2 000件，于本月投产，本月未
完工；003批次的羊绒衫 3 000件，于本月投产，本月未完
工；004批次的丝光羊毛衫 1 000件，于本月投产，本月完
工。有关成本的归集与分配：①直接材料的归集与分配：
由于材料是根据订单需求领用的，材料费可直接计入该

批次产品成本。直接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所以期

末材料费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按照在产品和

产成品的数量比例进行分配。直接人工的归集与分配：企

业对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生产工人采用计件工资制度，

故人工费可直接计入该批次产品成本。②期末人工费在
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采用按产品所耗用的定额

工时比例分配。③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及其他有关资料
如表 1、表 2所示。

根据前面的初始资料，运用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逐

步对各批次的毛衫成本进行归集与分配。

1. 确定作业及成本动因。根据毛衫的生产流程，确定
各项作业及成本动因，如表 3所示。

2. 统计作业量与作业成本。根据工资费用计算表、固
定资产折旧计算表及其他间接生产费用的原始凭证（表

及凭证略），将各作业的成本进行汇总，如表4所示。11月
份统计各批次产品实际耗用作业量，如表 5所示。期末制
造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采用按产品所耗

用的定额工时比例分配。

3. 计算作业成本分配率。根据表4和表5的数据计算
各作业的成本分配率，结果如表 6所示。

4. 确定各批次产品制造费用。由表 3至表 5的资料，
将各批次制造费用进行分配，如表 7所示。

某批次产品本月发生的制造费用=倒毛机加工作业
分配率×该批次原纱筒量+检验作业分配率×该批次检验
次数+横机加工作业分配率×该批次机器工时+套口作业
分配率×该批次产品数量

5. 确定各批次产品成本。由表 1至表 6的资料，根据
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将001批次最终产品成本进行归集
计算，如表 8所示。

同理可得，002、003批次的在产品成本为 75 905元、
156 579元，004批次的完工产品成本为 115 313元，单位
成本为115.313元。

产品
批次

001

002

003

004

合计

产品
种类

丝光羊毛衫

羊毛裤

羊绒衫

丝光羊毛衫

投产
数量（件）

5 000

2 000

2 000

1 000

本月完
工情况

完工2 000

在产3 000

在产

在产

完工

各批次产品定额工时（小时）

10月

1 000

1 000

2 000

4 000

2 000

10 000

11月

1 000

1 000

3 000

1 000

4 000

10 000

合计

2 000

2 000

5 000

5 000

6 000

20 000

001

002

003

004

合计

直接材料

期初余额

1 000

500

1 000

1 500

4 000

发生额

150 000

40 000

100 000

40 000

330 000

直接人工

期初余额

2 000

3 000

2 000

3 000

10 000

发生额

50 000

20 000

30 000

30 000

130 000

制造费用

期初余额

1 500

1 000

1 000

1 500

5 000

本期

成本项目

产品批次

单位：元
表 2 各批次产品期初及本期发生额成本费用计算表

注：本期“制造费用”的计算将在后面详细说明。本文中

所有表格除计算所得以外，其余表格数据都由嘉兴某毛衫企

业成本核算资料整理所得。

表 1 产品投入产出及定额工时 作业动因

原纱筒量（筒）

机器工时（小时）

检验次数（次）

产品数量（件）

批次001

60

10 000

2 200

2 000

批次002

20

3 000

600

500

批次003

30

8 000

1 000

500

批次004

40

15 000

1 200

1 000

合计

150

36 000

5 000

4 000

表 4 作业成本计算表

作业种类

倒毛机加工

横机加工

检验

套口

合计

费用项目

工资

5 000

40 000

10 000

10 000

65 000

折旧费

10 000

20 000

0

5 000

35 000

修理费

500

1 000

0

1 000

2 500

水电费

2 000

5 000

500

2 500

10 000

合计

17 500

66 000

10 500

18 500

112 500

单位：元

表 5 各批次产品实际耗用作业量

作业种类

倒毛机加工

横机加工

作业分配率

116.67（17 500÷150）

1.83（66 000÷36 000）

作业

检验

套口

作业分配率

2.10（10 500÷5 000）

4.63（18 500÷4 000）

表 6 作业分配率计算表

注：为了简化计算，表中分配率保留两位小数。

作业种类

倒毛机加工

横机加工

成本动因

原纱筒量

机器工时

作业种类

检验

套口

成本动因

检验次数

产品数量

表 3 作业及其成本动因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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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批法与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的比较

为了比较在分批法和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下的制造

费用核算差异，本文运用分批法对制造费用重新进行归

集与分配。OEM毛衫企业的自动化程度较高，所以制造
费用的分配采用实际分配率法下的机器工时比例分配

法，即以本期制造费用总额与各批次机器工时总额之比

为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以该批次的定额工时与制造费

用实际分配率之积为该批次应分配的制造费用。制造费

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仍旧采用按产品所耗

用的定额工时比例分配，如表 9所示。

通过结合型方法下核算的制造费用（见表 7）与在分
批法下核算的制造费用（见表9），可以计算差异，如表 10
所示。

从表10中可以发现，分批法下的001、002批次的制造
费用大于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下的制造费用，003、004批
次则相反。分批法中单一的成本动因造成了成本的交叉

补偿，多计了001、002批次的制造费用，少计了003、004批
次的制造费用，易误导管理层做出错误的成本决策。而结

合型成本核算方法中多元的成本动因则解决了这一问

题，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比分批法更显优势。

五、应用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的保障措施

OEM毛衫企业在应用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的过程
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设计严谨的制度规范。成本核算方法的运用，要求
企业制定条理化的制度，在实施制度的过程中，生产车间

又形成包括领料单、生产单等一系列的书面资料，同时各

环节有相应负责人员，企业对员工也有考核规定，企业与

员工做到相互负责。

2. 招聘优秀的成本会计人员。应用结合型成本核算
方法的过程中，核心环节之一便是成本动因的确定。而成

本动因的识别需要具有丰富知识储备和良好专业技能的

成本会计人员。

3. 加强管理层的重视程度。在OEM毛衫企业中，企
业所有者们最关心利润最大化，所以会计岗位设置比较

简单。会计人员应该与管理层进行积极沟通，说明设置成

本会计人员的重要性。

4.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应用结合型成本核算方法
时，需要一定的数据支持。成本动因发生总数等数据都是

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登记汇总的，而数据收集是由整

个企业员工协作完成的，因此会计人员要与各部门人员

建立良好关系，以使核算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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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批号

产品名称

批量

样式要求

类别

11月月初（元）

本月发生额（元）

合计（元）

分配标准

分配率

结转完工产品成本
（2 000件）（元）

完工产品单位成本
（元/件）

月末在产品成本
（3 000件）（元）

001

丝光羊毛衫

5 000

款式：女式 颜色：卡其色 大小：均码 衣长：长款

直接材料

1 000

150 000

151 000

5 000（2 000
+3 000）

30.2

60 400

30.2

90 600

客户名称

投产日期

完工情况

直接人工

2 000

50 000

52 000

4 000(2 000
+2 000)

13

26 000

13

26 000

A公司

2013年10月15日

2013年11月30日完工
2 000件

制造费用

1 500

39 203

40 703

4 000(2 000
+2 000)

10.176

20 351.5

10.176

20 351.5

合计

4 500

239 203

243 703

106 751.5

53.376

136 951.5

批次

001

002

003

004

合计

期初
余额

1 500

1 000

1 000

1 500

5 000

本月
发生额

31 250

9 375

25 000

46 875

112 500

合计

32 750

10 375

26 000

48 375

117 500

完工产
品费用

16 375

48 375

64 750

单位产品
费用

8.188

48.375

在产品费用

16 375

10 375

26 000

52 750

表 9 各批次制造费用（分批法） 单位：元

批次

001

002

分批法

39 203

11 405

结合型

31 250

9 375

差异

-7 953

-2 030

批次

003

004

分批法

22 579

39 313

结合型

25 000

46 875

差异

2 421

7 562

表 8 001批生产成本计算表

表 10 两种方法下的各批次制造费用本月发生额 单位：元

批次

001

002

003

004

合计

期初
余额

1 500

1 000

1 000

1 500

5 000

本月
发生额

39 203

11 405

22 579

39 313

112 500

合计

40 703

12 405

23 579

40 813

117 500

完工产
品费用

20 351.5

40 813

61 164.5

单位产
品费用

10.176

40.813

在产品费用

20 351.5

12 405

23 579

56 335.5

表 7 各批次制造费用（结合型）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