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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是按照辅助生产单位

提供劳务的计划单位成本及各受益单位的受益量，将费

用在各辅助生产车间进行分配和调整的一种方法，又称

“内部结算价格分配法”。这种方法计算较直接，不仅简化

和加速了费用分配的计算工作，排除了辅助生产费用的

分配对受益单位成本的影响，同时也便于考核分析辅助

生产计划成本完成情况，明确各受益单位的经济责任。

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虽然简化了日常核算

工作，但在理论学习中却属于较难理解的方法，本文拟从

以下几方面对其进行较细致的分析。

一、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概述

1. 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的实质。辅助生产费
用计划成本分配法的实质就是计划管理，它是成本管理

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实行计划管

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目标，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

效益，减少风险损失。计划成本法不仅能够满足企业日常

管理的需要，还能够很好地为管理服务。计划成本法有利

于成本分析，为企业的发展决策提供良好的基础数据；有

利于检查企业成本计划执行情况，以便及时对原计划进

行调整改进，使成本计划始终具有指导生产经营活动的

作用；便于考核和分析各受益单位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

明确经济责任，并据此评定企业生产经营成果。

2. 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的假设基础。辅助
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非

精确的成本分配方法。其假设是指各个辅助车间都按事

先制定的计划分配率进行费用分配；计划成本分配法之

所以是非精确的成本分配方法，是因为在理论上除了代数

分配法，其他方法都是人为地根据一些成本产生的原因进

行费用分配，属于非精确的成本分配方法。虽然代数分配

法分配结果最精确，但计算繁复不便于操作，一般较少采

用，有需要的企业可利用电算化模型进行。

3. 辅助生产成本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分配率的制
定。计划成本分配法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计划分配率”，即

计划单位成本，是先于业务发生、按年制定的。制定一个

合理的计划单位成本，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①各辅助生
产单位制定计划单位成本时，应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现状

及历史经验等相关因素，还应该考虑分配转入费用和分

配转出的费用，使计划成本的制定尽可能接近实际。虽然

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差异最终要进行调整，但如果计

划成本脱离实际成本太多，则无法通过两者的差异考核

辅助生产部门的实际管理水平。②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
的构成内容应一致。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构成口径一致，

才能保持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可比性。

4. 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的分配。辅助生产
部门月末按计划单位成本进行日常费用分配时，不必区分

对内及对外，只要有受益单位耗用辅助生产车间的产品

或劳务，就要进行分配，即同时对内、对外进行计划分配。

成本的计划分配额与实际发生额必定存在差异，根

据管理需要应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如果差额较大，则分

析该差额是否反映了成本管理的问题，是由耗用不合理

还是分配率制定不合理造成。若属于耗用不合理的问题，

企业应加强对生产经营的控制及考核；属于分配率制定

不合理的问题，则应及时对原计划进行调整和改进。

5. 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的评价。计划成本
分配法的简便之处在于：已经给定了同时用来对内部、外

部受益部门分配费用的单位成本，不需要像其他方法那

样每期通过计算求得单位成本，大大减少了日常计算工

作量。于每月末按计划分配率进行费用分配时，实际与

计划的差额通常不需处理，年末再采用适当的方法计算

调整。

日常计算分配一般以一个营业周期（通常为 1年）为
期，1 ~ 12月每月月末按计划成本进行，受益单位应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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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为：受益单位实际耗用量×计划单位成本。计划单
位成本事先已制定，全年基本不变；差额计算处理只需每

年年末进行一次，即年末计算调整的差额是全年的差额。

该方法计算较简便，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较广泛应用。

辅助生产计划成本分配法的优点在于计算便捷、有

效率且便于明确责任关系，因而适用于计划管理比较好，

各辅助生产车间的服务单位实际成本比较稳定，辅助生

产计划成本制定比较准确的企业。它的缺点表现在计划

单价的采集及对较大差额的不谨慎处理，如果辅助生产

部门计划管理水平不高，则难以制定比较准确的计划成

本，进而影响成本分配的准确性，最终使成本信息的客观

性目标难以达到。

二、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与实际成本分配

法的比较

辅助生产费用的其他各种分配方法如直接分配法、

交互分配法、代数分配法等都属于实际成本分配法。

1. 实际成本分配法。在实际成本分配法下，对受益单
位应分配费用产生影响的因素既包括实际耗用量，又包

括实际单位成本，即不仅有内因也有外因。其中，实际耗

用量反映受益单位当期实际生产状况及管理水平；实际

单位成本是依据辅助生产车间当月实际发生费用计算得

出，需每月计算，每月都不相同，如果辅助生产部门当月

实际费用较大，则当月的实际单位成本也可能较大，对各

受益单位应分配费用计算的结果也会有较大影响。当受

益单位当月辅助生产费用变动较大时，对其分析就要从

“耗用量”及“单位成本”两方面进行，受益单位应分析出

内因、外因分别造成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分析较复杂，从

费用分配的结果看，有可能掩盖受益单位真实的生产经

营成果。

2. 计划成本分配法。与实际成本分配法比较，计划成
本分配法除了计算简便外，还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排除

了辅助生产实际费用的高低对各受益单位成本的影响，

各部门责任明确，便于成本管理的业绩考核。这一点从受

益单位费用分配构成的角度就能看出来：

实际成本分配法下：受益单位应分配的辅助生产费

用=实际耗用量×实际单位成本
计划成本分配法下：受益单位应分配的辅助生产费

用=实际耗用量×计划单位成本
以上算式清楚显示，受益单位应分配的辅助生产费

用由“耗用量”与“单位成本”两个因素构成。其中，“耗用

量”发生在受益单位，属于受益单位的内在因素，而“单位

成本”，无论是实际还是计划单位成本都属于受益单位的

外在因素，它发生在辅助生产车间，由提供服务的辅助生

产车间计算确定。

计划成本分配法下，由于计划单位成本全年固定不

变（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对各受益单位应分配费用产

生影响的因素就只有实际耗用量，即内因。因各辅助生产

车间服务单位实际成本比较稳定，各受益单位每月应分

配的辅助生产费用是比较均衡的。计划成本分配法还能

反映辅助生产车间产品和劳务的实际成本脱离计划成本

的差异。如果本月分配的辅助生产费用变动较大，辅助生

产车间的实际成本脱离计划成本的差异也较大，各受益

单位对差额的分析只需进行内在因素分析，即直接通过

对耗用量的分析就可得出费用变动的原因。即使辅助生

产部门每月发生的实际费用不均衡，在计划单位成本全

年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各受益单位日常应分配的费用也

不会受到影响。受益单位在进行日常成本分析时，费用变

动的原因简单直接，只需进行内在原因的分析即可，这样

就使得各部门的经济责任十分明确。

三、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与交互分配法的

区别

辅助生产费用计划成本分配法下的交互分配法有

自身特点，与实际生产费用的交互分配法存在以下几点

不同：

1. 交互分配的程序。计划成本分配法下的交互分配
看似不完整，实际上转入、转出费用的计算分为两个步骤隐

含在差额计算中。

实际生产费用的交互分配，其费用分配分两次进行，

只有第一次分配是交互分配，将辅助生产部门本期实际

费用（即账面成本）在辅助生产部门内部相互之间分配，

费用的转入和转出同时完成；交互分配后的费用再进

行第二次分配，采用直接分配法对外部各受益单位进行

分配。

计划成本分配法的交互分配只在年末计算差异时进

行，转入、转出费用分两个步骤计算：①先将转入费用按
计划成本计算，并与辅助生产账面金额合计构成“实际成

本”，这时的“实际成本”被视为交互分配后的“实际成

本”，其费用构成只包括应交互分配转入的费用；②计算
“成本差异”，而应交互分配转出的费用就发生在差异计

算中，将“实际成本”减去计划成本时，由于应交互分配转

出的费用包含在计划成本中，减去计划成本的同时也就

减去了应转出的费用。所以，计划成本分配法的交互分配

不同于实际生产费用的交互分配，转入、转出费用可视为

分割成两个步骤完成。

2. 单位成本的确定。计划成本分配法下的单位成本
不需像其他方法那样每月（每期）计算，而是事先已经给

定了的，且计划单位成本一年内基本不变，期末计算差额

时的转入、转出费用都按相同的计划单位成本计算。

而交互分配法下辅助生产费用的单位成本需要每月

（每期）计算，且每月（每期）分别计算两次：第一次是在辅

助生产系统内部交互分配时，将辅助生产费用明细账账

面金额除以全部劳务量得出；第二次是“外部使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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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时，将交互分配后的辅助生产费用除以对外提供的

劳务总量，在已经确定“外部使用部门”使用产品或劳务

数量的前提下，计算产品或劳务的单位成本。

3. 实际成本的含义。计划成本分配法下“实际成本”
含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际成本，由“实际+计划”的模
式构成。其中，“实际”是指某辅助生产部门本期归集的全

部生产费用，包括对内及对外提供劳务的全部费用，反映

为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的本期发生额合计（即账面成

本）；“计划”是指按计划分配率交互分配转入的费用。这

与一般意义上的实际成本不仅构成不同，口径也不一致，

仅从这一项来看，计划成本分配法的“实际成本”附加了

一项转入费用而没有相应扣除应转出费用，等于虚增了

实际成本。

四、“成本差异”的计算与账务处理

1. 期末“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成本差异”的计算是
“计划成本分配法”的核心问题，涉及对下列问题的理解：

（1）关于“成本差异”计算中交互分配的“完整性”理
解。根据定义，“成本差异”是辅助生产车间实际发生的费

用（包括辅助生产内部交互分配转入的费用）与按计划成

本分配转出的费用之间的差额。即：

成本差异=辅助生产“实际成本”-按计划成本分配
合计

其中：辅助生产“实际成本”是指各辅助生产部门全

年实际总成本，具体包括各辅助生产费用明细账期末发

生额合计（即各辅助生产部门“账面成本”合计），加上按

计划分配率分配转入的费用（简称“交互分配转入计划成

本”）；按计划成本分配合计即全年计划成本，包括：对外

分配计划成本和对内分配计划成本（即交互分配应转出

的计划成本）。

以上公式可进一步分解展开如下：

成本差异=各辅助生产部门账面成本合计+交互分配
转入计划成本-按计划成本分配合计

=各辅助生产部门账面成本合计+交互分配转入计划
成本-（对外分配计划成本+交互分配转出计划成本）

=各辅助生产部门账面成本合计+（交互分配转入计
划成本-交互分配转出计划成本）-对外分配计划成本
说明：式中的“交互分配转入计划成本-交互分配转

出计划成本”，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交互分配，所以说

“计划成本分配法”的交互分配被分割为两个步骤隐含在

“成本差异”的计算中；上式只按计划成本进行了交互分

配，而“账面成本”（即实际成本）没有进行交互分配，因

此，“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构成口径不一致。

（2）关于“成本差异”计算的“准确性”及“合理性”的
理解。由于交互分配后的“实际成本”构成模式是“实际+
计划”，显然，这个“实际成本”并非实质上的“实际成本”，

它是不完全的，没有进行交互分配，仅仅在“账面成本”的

基础上将本辅助部门耗用其他辅助部门的费用转入，而

不做转出，等于虚增了一部分辅助生产费用。其他辅助生

产部门的“实际成本”也是同样构成的，从全部辅助生产

部门来看，整体的辅助生产部门费用都虚增了。

“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构成口径不一致：“实际成

本”=对内提供劳务的实际成本+对外提供劳务的实际成
本+应分配转入计划成本，而计划成本=对内提供劳务计
划成本+对外提供劳务计划成本，用这一虚增的“实际成
本”减去计划成本得出的“成本差异”也就显得不太准确，

即“成本差异”也是虚增的。

对该问题有三种理解：①计划成本分配法始终不计
算实际分配率，因而实际生产费用也不进行转入、转出的

交互分配。由于只有预定的计划分配率，期末在计算差额

时进行的交互分配可看成是对计划成本进行的交互分

配。②由于“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构成口径不同，“成本
差异”计算出的这部分差额与一般意义上的“实际与计划

之差”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

其差额的计算结果总的说来是虚增。③周期性差额的计
算调整是为了降低对实际成本准确性的冲击，如果差额

计算结果本身不够准确，这种做法合理性值得进一步分析。

从简化计算过程这一目的来看，这种计算方法是合

理的，且符合重要性原则的要求。计划成本的制定综合考

虑了各种因素，包括应交互分配转入转出的费用，尽可能

接近实际成本，这部分差额的误差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差额最终要进行调整，追加（或冲减）分配给各受益

对象，计入成本费用，对各受益对象而言，分配的差额更

加微不足道。从这一特点来看，计划成本分配法适用于各

辅助生产车间的受益单位实际成本比较稳定的情况。

2.“成本差异”的账务处理。期末（一般在年末），辅助
生产“成本差异”应进行调整，调整的方法有两种：①采用
直接分配法进行再分配，追加（冲减）分配给辅助生产以

外的各受益单位，计划小于实际的差额进行追加分配，计

划大于实际的差额进行冲减分配。②为了简化核算程序，
差额也可以全部记入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账户。这是

因为辅助生产部门的主要生产任务是为企业基本生产和

内部管理提供内部服务，一般情况下，为基本生产提供的

服务占主要部分，为内部管理提供的服务占较少部分，差

额的账务处理可以完全依据主要服务对象全部记入“制

造费用”科目，而辅助生产为内部管理提供服务的“成本

差额”，由于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这也符合了重要性

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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