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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的成本内涵及其应用

张 彦，丁 冉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 510640）

【摘要】本文分析了财政部 2013年8月颁布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中作业成本法的内涵，认为这

是传统制造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的结合，是对传统制造成本法中制造费用归集和分配方法的改进，但未改变传统

制造成本法制造成本的内涵。同时结合制造成本内涵的特点，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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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的研发

支出、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间接费用占总支出的比重不

断上升，传统的制造成本法因制造费用分配不够准确的

固有缺陷，所提供的成本信息的失真程度日益严重，运用

作业成本法提高成本核算准确性就显得十分必要。财政

部 2013年 8月颁布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
（以下简称“新制度”），其中新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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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在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允许引入作业成本

法，这在我国尚属首次。这是否意味着可以用作业成本法

替代现行的制造成本法呢？鉴于目前国家会计制度尚无

有关规定，现行教材和有关文献也未形成一致意见，故本

文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制造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的内涵

制造成本法是指按照现行会计制度的要求核算产品

成本的方法，主要特点是产品成本只包括产品制造过程

中发生的各项开支（这些开支与产品生产直接相关，生产

产品就会发生，不生产产品就不会发生，例如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不包括那些产品制造过程以外发

生的各项开支（这些开支与产品生产无直接联系，即使不

生产产品也可能会发生，例如行政管理开支、筹集资金的

开支和销售产品的开支）。

作业成本法主要是为了改进制造成本法中制造费用

分配不够准确的缺陷而提出的成本核算方法，主要是将

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若干作业中心，将间接

费用按作业中心归集，然后根据各作业中心与产品之间

的不同关系分别确定分配标准，将间接费用分配给产品。

由此可见，作业成本法实质上是一种间接费用的分配方

法。至于作业成本法下的产品成本内涵，从理论上讲并无

定论，既可以是包含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完全成本，也

可以是不包含期间费用的制造成本；从应用上讲则取决

于企业内部管理对成本信息的需要或者国家统一会计制

度对产品成本核算的要求，完全成本一般更符合企业内

部管理的需要，例如定价决策或盈亏分析，而制造成本则

是目前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所要求的成本。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新制度对作业成本法的引

入具有两个特点：

1. 传统的制造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可以并用。制造
企业是否引入作业成本法取决于自身经营管理特点和条

件，首先是取决于制造费用在产品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

是否较高（例如 50%以上，具体标准由企业自行判断），如
果该比重并不高，则无必要引入作业成本法；其次是取决

于企业的信息管理水平，因为作业成本法的运用需要搜

集和处理大量与各种作业有关的基础数据，作为分配间

接费用的依据，例如产品设计作业的设计工时、产品检验

作业的检验工时和次数等，如果企业尚不具备条件搜集

和处理这些信息，则不宜引入作业成本法。

2. 新制度下的作业成本法的成本内涵是制造成本，
而不能是完全成本。新制度虽然允许引入作业成本法，但

对产品成本内涵的界定仍然是制造成本，只能包括直接

材料、燃料和动力、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期间费用是

不能计入产品成本的。因为直接材料、燃料和动力和直接

人工等成本要素都能够直接计入成本对象，所以新制度

中所指的“不能直接归属于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其实就

是指制造费用，因此新制度下的作业成本法其实是对传

统制造成本法中制造费用归集和分配方法的改进，而不

是产品成本内涵的改变。

二、新制度下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程序

新制度下作业成本法的成本内涵是制造成本，因此

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程序也必须体现这一特点，因此可概

括为如下8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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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业分类。按照内部价值链分析的原理，将与产品

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全部作业分为基本作业和辅助作业

两大类，如图 1所示。基本作业是指直接构成产品生产过
程的作业，例如产品设计、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产品检验

等；辅助作业是指不直接构成产品生产过程但为产品生

产过程提供服务的作业，例如修理、运输、产品信息管理

等作业。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辅助作业不包括行政管理

方面的作业，基本作业不包括产品销售方面的作业，这是

制造成本的内涵所决定的。

2. 划分作业中心和作业成本库。在划分基本作业和
辅助作业的基础上，按照同质性、重要性和可行性原则划

分作业中心和作业成本库。划分作业中心可以在企业现

行机构设置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大多数机构设置都符合

同质性和重要性原则，如果也符合可行性原则，则可以直

接将这些机构作为作业中心，例如产品设计、材料采购、

产品生产、产品检验等部门可以作为基本作业中心，修

理、运输、产品信息管理等部门可以作为辅助作业中心。

作业中心可以与机构设置相同，也可以不同，这取决于机

构设置是否符合作业中心的上述三个原则。作业成本库

是对作业中心的进一步划分，如果同一作业中心包含不

同类型的作业，这时就需进一步划分作业成本库，以便确

定各自的分配标准（作业动因），例如材料采购作业中心

包含搬运、验收和保管等三类作业，则应当相应划分为三

个作业成本库。如果一个作业中心只包含一种作业，则不

必再进行成本库划分，或者说该作业中心本身就是一个

成本库，例如产品检验作业中心。

3. 将消耗的不能直接归属到产品的资源归集到各作
业中心。作业成本法的核心就是对那些企业消耗的但不

能直接计入产品的各项资源进行更合理的归集和更准

确的分配，如果资源消耗能分清其归属，则直接归集到

某一作业中心，如果某资源由几个作业中心共同消耗，

则应选择合理的分配标准分配给各作业中心。大多数资

源消耗一般都能直接归集到作业中心，例如员工工资、

物料消耗和外购水电消耗等，但也有少数资源消耗需要

分配，例如当几个作业中心共用一栋房屋时，则房屋折

旧费就应当在这些作业中心之间分配，分配标准可选择

使用面积。

4. 将辅助作业中心成本分配给辅助作业成本库。例
如后勤服务作业中心包括清洁服务和水电维修两个作业

成本库，可以将这两种作业的工时作为分配标准。

5. 辅助作业成本库之间交互分配。凡是辅助作业之
间存在相互提供服务的，就需要对辅助作业成本库之间

进行交互分配，分配标准可采用辅助作业数量。例如物资

运输与设备维修之间，物资运输的分配标准可采用“吨公

里”，设备维修的分配标准可采用维修工时。

6. 将辅助作业成本库分配给基本作业中心，分配标
准同上。如果辅助作业也为行政管理和产品销售部门提

供了产品或劳务，则需分配一部分给管理费用或销售费

用。

7. 将基本作业中心成本分配给基本作业成本库。例
如材料采购作业中心包括搬运、验收和保管三个作业成

本库，可以将从事这三种作业的人数作为分配标准。

8. 将基本作业成本库分配给各种产品。例如，材料搬
运、验收和保管三个作业成本库，可以分别以各自的作业

工时分配给产品。

上述作业成本法核算程序的示意图如下图2所示：

新制度对作业成本法的引入是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引

起的产品成本构成变化趋势的成本核算制度变革，准确

把握新制度下作业成本法的成本内涵，才能将作业成本

法的一般原理与传统的制造成本法正确地结合起来，使

新制度得以准确地贯彻执行。当然，对企业内部管理而

言，仍然可以采用完全成本内涵的作业成本法，即“制造

成本对外，完全成本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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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造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价值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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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作业成本法核算程序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