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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代数分配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王大江（副教授）

（渭南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渭南 714099）

【摘要】传统代数分配法存在没有考虑自身耗用影响、费用分配率小数点保留导致出现计算尾差、多元方程组

未完整体现交互分配过程、求解计算复杂且工作量大等问题。本文通过Excel 规划求解计算辅助生产费用的实际单
位成本、体现交互分配并考虑辅助车间自身耗用的联立方程组等措施对传统代数分配法进行改进，提高了辅助生

产费用分配的精确性，体现了交互分配内涵，简化了分配过程，有助于提高会计人员成本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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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吴君民（1997）提出了辅助生产自身消耗对代数分配
法的影响；王文君（2000）指出通过追加分配法和倒挤计
算法可以解决小数位数取舍时形成单位成本误差的问

题。李延莉（2005）指出将费用分配率保留五位以上小数
可基本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许长荣（2008）提出直接
利用 Excel提供的函数MINVERSE 与MMULT 求解代
数分配法下线性方程组的解；张秀霞（2009）指出在会计
信息化环境下代数分配法应成为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最

佳选择；陈磊（2010）指出通过模型的设置能提高数据计
算处理的精确性、及时性，使模型更加直观、易用，提高了

成本管理的效率，强化了会计的管理职能；邓雪雅（2012）
通过案例研究对代数分配法的改进前后结果进行比较分

析；张文福（2013）提出借助Excel 规划求解功能对辅助生
产费用代数分配法进行改进。彭宏超（2014）提出了对代
数分配法的方程组的改进措施，强化对代数分配法的理

解，突出代数分配法交互分配的实质。湛忠灿（2014）提出
了代数分配法名称、方程式及规范化问题。

以上研究有的是为了解决计算尾差，有的是为了求

得方程组的解，均是就代数分配法的名称、联立方程组的

理论依据等某个方面的不足进行探讨并提出改进建议，

没有对代数分配法进行实质上的全面改进。

二、传统代数分配法存在的问题

1. 没有考虑自身耗用对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影响。
传统代数分配法只将基本生产车间、企业管理部门及其

他辅助车间作为受益者，没有考虑到自身也是本车间提

供的产品或劳务的受益者，未按照受益原则分配费用。辅

助车间生产的产品或劳务可能“他用”，当然也可能“自

用”，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如供电车间的电能被其他车

间和管理部门所消耗，也就能被供电车间自身所消耗，事

实上供电车间的生产管理等确实会消耗一定数量的自身

生产的电能。不能以没有统计或难以统计为由就否定辅

助生产自身耗用的存在。也有人以考虑自身耗用与不考

虑自身耗用得到的方程组的解（费用分配率）相同作为忽

略自身耗用的理由。成本计算在保证计算结果正确的同

时，也要真实反映某辅助车间的生产能力。若辅助生产自

身耗用量较小，当然也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辅助生产的

产品或劳务包括他用和自用两个方面。传统代数分配法

只考虑了他用，没有考虑自用对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影

响，影响分配结果的准确性。

2. 费用分配率小数点保留导致出现计算尾差。虽然
计算费用分配率时保留了尽可能多的小数，但依然会因

费用分配率的小数点保留而出现计算尾差，不论是采用

倒挤计算法由最后的受益单位负担，还是采用追加分配

法进行二次分配，都增加了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工作量，

也可能会造成会计账目不平衡。

3. 多元方程组未完整体现交互分配过程。传统代数
分配法分别设各辅助车间劳务的实际单位成本（费用分

配率）为不同未知数，根据各辅助车间相互提供产品和劳

务、分配费用的数量关系，建立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方

程组中的各个方程式的理论依据为“归集费用+分来费用
=总费用”，此理论依据看不出各个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
供服务的交互分配的实质。多元方程组的理论依据可用

以下两个公式表示：

某辅助车间分配前直接费用+耗用其他辅助车间的
劳务量×其他辅助车间实际单位成本=该辅助车间提供的
劳务总量×该辅助车间实际单位成本
某辅助生产产品或劳务实际总成本=辅助生产部门

能够分配出去的费用

4. 求解实际单位成本计算复杂且工作量大。代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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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法的关键在于求解实际单位成本，而多元一次方程组

的求解需要会计人员有较好的数学基础，辅助生产部门

较多且手工进行处理尤其复杂，计算工作量大，甚至可能

出现不同的会计人员会得到不同结果的情况，不利于代

数分配法在成本会计实务中的广泛应用。

三、改进前的传统代数分配法

例：某企业 2015年 6月各个辅助生产车间提供劳务
量与直接费用如表1所示：

传统代数分配法下辅助车间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基

本步骤为：

第一步，先设供电车间、供水车间、运输车间、修理车

间劳务的实际单位成本（费用分配率）分别为x1、x2、x3、x4。

第二步，根据表 1和“归集费用+分来费用=总费用”
的理论依据，建立方程组如下：

9 000+90 000x2+200x3+100x4=180 000x1

4 000+40 000x1+1 000x3+200x4=400 000x2

12 000+7 000x1+60 000x2+400x4=12 000x3

13 000+8 000x1+20 000x2+800x3=2 000x4

将上述方程组整理得下列方程组：

180 000x1-90 000x2-200x3-100x4=9 000
-40 000x1+400 000x2-1 000x3-200x4=4 000
-7 000x1-60 000x2+12 000x3-400x4=15 000
-8 000x1-20 000x2-800x3+2 000x4=13 000
第三步，用消元法或是用矩阵法求解方程组的解。

第四步，用求得的未知数的解，即各辅助生产车间提

供劳务的实际单位成本（费用分配率）与各部门的受益数

量相乘得到各受益部门应该负担的辅助生产费用。

整个计算与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过程复杂且工作量

大，多数企业对这种分配法是选择弃而不用。

四、传统代数分配法的改进措施

1. 利用Excel“ 规划求解”计算辅助生产费用的实际
单位成本。

（1）开启Excel“规划求解”功能。点击“文件”的“选项”
标签，点击左侧“加载项”标签，点击“Excel选项”对话框，
点击“转到”按钮，勾选“规划求解加载项”，单击“确定”按

钮，即可在工具栏的“数据”选项卡中出现“分析”选项组，

其中就有“规划求解”。

（2）设置规划求解的约束条件。通过建立辅助计算表
格设置规划求解的约束条件，如图 1所示。其中B37：E37
区域为规划求解自变量值区域，在 F38 单元插入函数
“SUMPRODUCT（$B$37：$E$37，B38：E38）”，该函数实
现了B37：E37与B38：E38两个数组相乘后求和的计算功
能，运用鼠标拖动填充的方法对F39：F41 单元进行填充。

（3）运用“规划求解”功能计算辅助生产费用的实际
单位成本。点击“数据”功能选项卡下“规划求解”命令并

设置规划条件，在“可变单元格”选中B37：E37，点击“添
加”设置四个规划条件，即$F$38=$G$38、$F$39=$G$39、
$F$40=$G$40、$F$41=$G$41，勾选“使非约束变量为非负
数”选项，如图2所示：

受益部门

供应部门

供电车间

供水车间

运输车队

修理车间

对内提供劳务量小计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

第二基本生产车间

在建工程部门

公司管理部门

对外提供劳务量小计

提供劳务量合计

各车间直接费用（元）

供电车间
（度）

-

40 000∗
7 000

8 000

55 000

65 000

55 000

3 000

2 000

125 000

180 000

9 000

供水车间
（吨）

90 000∗
-

60 000

20 000

170 000

100 000

120 000

9 000

1 000

230 000

400 000

4 000

运输车间
（公里）

200

1 000∗
-

800

2 000

4 000

3 500

1 500

1 000

10 000

12 000

15 000

修理车间
（小时）

100

200

400∗
-

700

600

500

150

50

1 300

2 000

13 000

注：带*的数据包含各辅助生产车间自用部分劳务量。

表 1 辅助生产车间提供劳务及直接费用

图 1 设置规划求解的约束条件

图 2 规划求解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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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规划求解参数设置无误后，

点击“求解”后，各辅助生产车间的辅

助生产费用的实际单位成本的求解

结果被存放在B37：E37 单元格区域
内。具体求解结果详见图3。
（4）根据实际单位成本的求解结

果进行辅助生产费用分配。在Excel
中建立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模型，并在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内建立相关单

元格的计算关系，其中：D48、E48、
F48 和G48 分别引用前述辅助生产
费用的实际单位成本的计算结果

B37、C37、D37、E37，由辅助生产费用
分配模型自动完成费用分配，具体分

配结果详见图4。
2. 体现交互分配，并考虑辅助车

间自身耗用联立方程组。一次交互分

配法下对外分配的费用等于直接费

用加上交互分配转入的费用减去交

互分配转出的费用。同时代数分配

法也可以以“某辅助车间交互分配后

的实际费用等于交互分配前的直接

费用加上交互分配转入的费用减去

交互分配转出的费用”作为建立方程

组的理论依据，从而体现代数分配法

作为实际交互分配的实质，建立方程组的具体理论依据

如下：

某辅助车间对外提供劳务量×该辅助车间实际单位
成本=某辅助车间直接费用+交互分配转入的劳务量×其
他辅助车间实际单位成本-交互分配转出劳务量×该辅助
车间实际单位成本

再考虑辅助车间自身耗用对联立方程组的影响，改

进前后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劳务总量不变，只是将改进

前分配到其他受益部门中去的自身耗用回归到辅助生产

车间内部，提供劳务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考虑自身耗

用后的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劳务量数据调整结果如表

2所示。
按上述数据形成的新的分配方程组为：

125 000x1=9 000 +（10 000x1 + 70 000x2 + 200x3 +
100x4）-55 000x1

230 000x2=4 000+（40 000x1＋20 000x2＋1 000x3+
200x4）－170 000x2

10 000x3=12 000 +（7 000x1 + 60 000x2 + 600x3 +
400x4）-2,000x3

1 300x4=13 000+（8 000x1+20 000x2+800x3+100x4）-
700x4

将上述方程组整理得下列方程组：

170 000x1-70 000x2-200x3+100x4=9 000
-40 000x1+380 000x2-1 000x3-200x4=4 000
-7 000x1-60 000x2+11 400x3+400x4=15 000
-8 000x1-20 000x2-800x3+1 900x4=13 000

图 3 辅助生产费用的实际单位成本的求解结果

图 4 规划求解后的辅助生产费用分配

受益部门

供应部门

供电车间

供水车间

运输车队

修理车间

交互提供劳务量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

第二基本生产车间

在建工程部门

公司管理部门

对外提供劳务量

提供劳务总量

各车间直接费用（元）

供电车间
（度）

10 000

30 000

7 000

8 000

55 000

65 000

55 000

3 000

2 000

125 000

180 000

9 000

供水车间
（吨）

70 000

20 000

60 000

20 000

170 000

100 000

120 000

9 000

1 000

230 000

400 000

4 000

运输车间
（公里）

200

400

600

800

2 000

4 000

3 500

1 500

1 000

10 000

12 000

15 000

修理车间
（小时）

100

200

300

100

700

600

500

150

50

1 300

2 000

13 000

表 2 考虑自身耗用后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劳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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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利用Excel“ 规划求解”计算辅助生产费用的
实际单位成本，并建立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模型，自动完成

辅助费用的分配结果，如图5所示。
五、改进后的代数分配法的优点

1. 考虑自身耗用的影响，提高了辅助生产费用分配
的精确性。考虑自身耗用更贴近各项劳务消耗的实际情

况，促使辅助生产车间相互之间降低对自身以外车间产

品或劳务的消耗，有利于分清成本责任，并进行有效的成

本控制和成本考核。

2. 各辅助生产车间对内、对外采用统一的费用分配
率，体现了交互分配实质。各辅助生产车间对内、对外采

用同一实际费用分配率，体现了公平原则，弥补了一次交

互分配法的缺陷。

3. 利用Excel规划求解实际单位成本，简化了辅助生
产费用分配过程。图 1、图 2、图 3、图 4通过Excel“规划求
解”功能计算辅助生产费用的实际单位成本和建立辅助

生产费用分配模型，自动完成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过程，

防止出现计算尾差，省去了差异计算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4. 将会计人员从繁琐的费用分配中解放出来，提高
了其成本管理的综合能力。图5采用改进后的代数分配法
自动完成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过程，将会计人员从不同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方法的选择和大量的计算工作中解脱

出来，使其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如何进行成本

管理上，考虑如何进行有效的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

控制、成本分析、成本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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