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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是管理会计中成本核算的

主要方法。根据笔者统计，已有二十余篇论文（2010 ~ 2014
年共 21篇）对两种成本方法计算利润差异的原因和规律
进行研究。但是这些成果都是聚焦于单一产品情况下的

利润差异问题，几乎没有对多种产品的情景进行研究。现

实经济环境下，很多企业在同一大类产品下，往往生产若

干种相似的系列产品，或者存在着生产成本与管理都有

内在联系的系列产品，这必然发生多产品共同拥有关联

固定成本，从而导致二者利润差异。为此，本文在充分借

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多产品情况，就两种成本

方法计算息税前利润差异问题进行数理分析，探寻其规

律，为企业生产管理预测与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多产品下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利润差异的

模型推导

1. 两种成本方法的基本原理。完全成本法是传统财
务会计所采用的成本计算规则，其基本原理是：①企业生
产产品需要耗费一定数量的人、财、物，这些经济资源构

成产品成本内容，具体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构成；②在核算产品成本时要将三部分（料、工、费）全部计
入产品成本中，当产品销售就形成销售成本；③在计算产
品利润时就将销售成本（料、工、费）从销售收入中扣除。

变动成本法是管理会计采用的重要方法，其基本原

理是：①从成本管理与控制的角度划分成本，在产品生产
过程中，如果其中一部分成本金额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

减而保持稳定不变为固定成本，另一部分成本随着产品

数量的增减成正比例变化的为变动成本。一般而言，直接

人工、直接材料和一部分制造费用属于变动成本，而另一

部分制造费用，如按直线法计提的折旧额等则属于固定

制造费用。②在计算产品成本时，只将变动成本归结为产
品成本，而将固定成本（固定制造费用）作为期间费用处

理。③在计算产品利润时，除了将销售产品的变动成本减
除外，还应将当期生产该种产品的固定资产全部扣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的差别：在完全成本

法下，产品成本包括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并随着产品销

售与结存情况而结转为销售成本和期末存货成本；在变

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只包括变动生产成本，当产品销售

与结存时，它们将结转为销售成本或期末存货成本，其固

定成本作为期间费用在销售收入中全额扣减。两种方法

的主要差别在于，完全成本法期末存货包含固定制造费

用，而变动成本法则不包含，故采用两种方法分别计算当

期利润时就可能产生差异。采用严格数学方法对二者的

利润差异额进行定量刻画，可以对其进行精准分析。

2. 多种产品的息税前利润差异推导。由于多产品成
本结构的复杂性，先提出假设：①某一大类产品存在系列
子产品，其中，第 i种产品价格为Pi，期初相应的结存数量

为X0i；本期该大类产品的第 i种产品的生产数量为X1i，期

末相应的结存数量为X2i。②本文假设期初该大类产品系
列n种子产品共同拥有的固定成本为A0，第 i种子产品的
固定成本占总固定成本的比重为γ0i，则第 i种子产品的固
定成本额为γ0iA0；第 i种子产品的期初结存的产品单位变
动成本为b0i，故期初结存第 i种子产品的成本额为γ0iA0+
b0iX0i。③本期仍然生产该大类产品的n种子产品，同理，
为不失一般性，假定其共同拥有的固定成本为A1，单位产

品的固定成本占总固定成本的比重为γ1i，则第 i种子产品
本期固定成本额为γ1iA1；第 i种子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为
b1i，则本期生产的第 i种子产品的成本额为γ1iA1+b1iX1i。

④按完全成本法、变动成本法计算的n种子产品的息税前

【摘要】多种产品生产下采用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计算息税前利润（EBIT）的差异问题罕有研究文献，本
文利用数学方法严密推导，得到两种方法的息税前利润差异的简易模型，并用例题加以验证。在基本模型基础上，同

时获得多个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研究推论，为深入研究管理会计有关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完全成本法；变动成本法；利润差异；EBIT

唐恒书 1，2
（副教授），梁丽 1

（教授），唐慧玲 3

（1.重庆交通大学财经学院，重庆 400074；2.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成都 510100；
3.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北京 100029）

多产品的完全成本法

与变动成本法 EBIT之差异

□·52· 2015.17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利润总额分别为EBIT全、EBIT变（以下简称“利润”）。

为推导方便，又假定期初成本总额γ0iA0+b0iX0i中，固

定成本γ0iA0中只包括固定制造费用，单位变动成本b10只

包括变动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本期生产产

品成本总额γ1iA1+b1iX1i结构与期初相同。销售商品采用

先进先出法，根据计算会计利润的基本原理，可得：

EBIT全= Pi［（X0i+X1i）-X2i］-｛ （γ0iA0+b0iX0i+

γ1iA1i + bi1Xi1） -
∑
i = 1

n [(γ0iA0 + γ1iA1)+(b0iX0i + b1iX1i)]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1）

其中，∑
i = 1

n γ0i = 1，∑
i = 1

n γ1i = 1。

EBIT 变=∑
i = 1

n
Pi［（X0i +X1i）-X2i］-［∑

i = 1

n
（b0iX0i +

bi1Xi1）-
∑
i = 1

n
(b0iX0i + b1iX1i)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1iA1 （2）

其中，∑
i = 1

n γ1i = 1。

由（1）-（2）得两种成本方法计算的EBIT差额：
△EBIT=EBIT全-EBPT变

=∑
i = 1

n
Pi［（X0i+X1i）-X2i］-［∑

i = 1

n
（γ0iA0+b0iX0i+

γ1iA1i + bi1Xi1） -
∑
i = 1

n
(γ0iA0 + γ1iA1)+(b0iX0i + b1iX1i)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Pi［（X0i + X1i）-X2i］+［∑

i = 1

n
（b0iX0i +

bi1Xi1）-
∑
i = 1

n
(b0iX0i + b1iX1i)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1iA1

=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0iA0 （3）

上述（3）式中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是指在期末结存商

品中单位产品所吸收的固定成本（固定制造费用），∑
i = 1

n
X2i

是指在采用先进先出法下期末结存商品的数量。故模型

（3）的经济含义为：在生产和销售某大类产品的系列子产
品的情况下，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计算的利润的差额=
期末系列子产品的平均单位固定成本×期末系列子产品
结存数量-期初系列子产品所吸收的全部固定制造费用
总额，而利润差额与系列子产品的销售价格、变动成本、

销售数量无关。

3. 五个重要推论。由模型（3）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五个
重要推论：

（1）当企业只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时，△EBIT=EBIT全

-EBPT变=
A0 + A1
X0 + X1

X2-A0，即两种成本方法计算的利润

差额，等于期末产品与期初产品中所吸收的固定制造费

用的差额。这个结论与已有单一产品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李香华，2014），而这类研究结论只是本文研究结果，即
模型（3）的一个特例。

（2）当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0iA0 =0时，

同时由于系列子产品的成本中一般都包含有固定制造费

用，即 A0≠0，A1≠0，则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

∑
i = 1

n γ0iA0⇒
∑
i = 1

n
X′

1i

∑
i = 1

n
X2i

=
∑
i = 1

n γ1iA1

∑
i = 1

n γ0iA0

（证明见文尾注，下同）时，

其中∑
i = 1

n
X′

1i为当期系列子产品的销售总量，那么：EBIT全

-EBIT变=0⇒EBIT全=EBIT变，即系列子产品当期销售存
货同期末存货数量之比，与其期末同期初固定制造费用

总额之比相等时，即系列子产品销售存货和期末存货数

量结构之比，与其本期和上期系列子产品固定制造费用

总额结构之比保持稳定时，则两种方法下的利润额恒等。

（3）当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0iA0 >0时，

因A0≠0，A1≠0，则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0i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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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1

n∑
i = 1

n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
i = 1

n
X′

1i

∑
i = 1

n
X2i

>
∑
i = 1

n γ1iA1

∑
i = 1

n γ0iA0

，那么EBIT全-EBIT变>0⇒EBIT全>

EBIT变，即当系列子产品的本期销售存货与期末存货数
量之比，大于与本期与上期固定制造费用总额之比时，则

全部成本法下的利润大于变动成本法之利润。

（4）当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0iA0 <0时，

因A0≠0，A1≠0，则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0iA0

⇒
∑
i = 1

n
X′

1i

∑
i = 1

n
X2i

<
∑
i = 1

n γ1iA1

∑
i = 1

n γ0iA0

，那么EBIT全-EBIT变<0⇒EBIT全<

EBIT变，即当系列子产品的本期销售存货与期末存货数
量之比，小于本期与上期定制造费用总额之比时，则全部

成本法下的利润小于变动成本法之利润。

（5）由模型（3）可得：EBIT全=EBIT变+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0iA0，其中系列子产品在变动成本法下的

利润EBIT变，只要其系列子产品的销售量、单价和成本结
构保持不变，则EBIT变是一个常量。若企业为了一定的生
产经营管理需要，可以利用子产品的期末存货所吸收的

固定制造费用实施适当的盈余管理，如企业为了达到融

资目的而发行债券或向银行贷款，可根据企业生产经营

预期情况，通过预先选择折旧方法，增加当期折旧额，提

高固定制造费用，使得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增加，

这样就可以提高EBIT全。同样，企业可以通过适当方法使
得上式数值降低，从而减少EBIT全，降低本期税负。
三、举例说明

假设某企业生产销售 JQ大类产品有 JQ-1、JQ-2、
JQ-3三种子产品，期初结存数量分别为10件、14件、8件，
其销售单价分别为14元、18元、22元；上期结存 JQ产品的
三种子产品所包含固定成本总额为100元，经测定三种子
产品应分摊的固定成本比重分别为 25%、35%、40%，上期

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 8元、12元、15元。本期生产
JQ-1、JQ-2、JQ-3分别为 80件、100件、120件，其销售数
量分别为85件、110件、120件，本期固定成本总额为1 200
元，经测定三种子产品应分摊的固定成本比重分别为

28%、34%、38%，本期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 8.2元、
11.5元、16元。假设不考虑税收与其他期间费用因素。
因此，采用两种成本方法计算 JQ产品的利润结果为：

EBIT全=692.20（元），EBIT变=725.63（元）。运用模型（3）加
以验证：

△ EBIT=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i = 1

n γ0iA0 =

100 + 1 200
（10 + 14 + 8）+（80 + 100 + 120）×17-（100×25%+100×

35%+100×40%）=-33.43（元）。
EBIT全-EBIT变=692.20-725.63=-33.43（元）
通过上述计算可知，模型（3）完全正确。而且利用完

全成本下的会计利润，可以更方便的得到变动成本法下

的利润，为企业内部管理和经营绩效考核提供有力指标。

注：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
i = 1

n
X2i ） =∑

i = 1

n γ0iA0 ⇒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
∑
i = 1

n
(γ0iA0 + γ1iA1)

∑
i = 1

n γ0iA0

⇒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

∑
i = 1

n γ1iA1

∑
i = 1

n γ0iA0

+ 1 ⇒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 1=
∑
i = 1

n γ1iA1

∑
i = 1

n γ0iA0

⇒

∑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

∑
i = 1

n
X2i

=
∑
i = 1

n γ1iA1

∑
i = 1

n γ0iA0

⇒
∑
i = 1

n
X′

1i

∑
i = 1

n
X2i

=
∑
i = 1

n γ1iA1

∑
i = 1

n γ0iA0

其中，∑
i = 1

n
X0i +∑

i = 1

n
X1i -∑

i = 1

n
X2i为本期销售系列子产

品的销售总量，令其为∑
i = 1

n
X′

1i，将上述证明过程中的“=”

改为“>”和“<”就得到推论（3）和推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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