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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的结合应用
——标准作业成本法

刘钟敏，李端生（教授）

（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太原 030006）

【摘要】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都是人们日常所熟知的成本核算和控制方法，在实务中被许多企业使用。本

文将二者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标准作业成本法，并从理论和实例角度分析其可行性，提出了施行标准作业成本法的

相关建议，希望能为其使用与推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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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成本法

标准成本法是一种全面综合了成本计划、核算、分析

与控制多项用途于一体的综合成本系统。它的运行机制

在于：生产前先制定出各项成本的标准；生产中以标准控

制支出；生产后将标准和实际发生相比较，计算差异、分

析原因，实施反馈与控制。标准成本法不仅将成本控制理

念贯穿于产品生产的全过程，而且增强了普通员工的成

本节约意识，是企业控制成本的有力武器。但是标准成本

法一般与完全成本法相结合，后者对间接费用分配标准

的选择过于单一，对所有的间接费用仅采用一种或少数

几种常用的数量标准来分配，忽略其发生的真正原因。在

当今高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市场需求多样化的经

济环境下，这种单一的分配标准对成本计算结果造成了

极大的扭曲，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成本信息。在一种成本

核算都不准确的成本制度中，标准成本法的各种功能自

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二、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是以作业为成本归集对象，以成本动因

为分配标准来分配成本的成本核算方法。作业成本法改

变了完全成本法下间接费用分配标准单一的做法，用各

种与之匹配的成本动因来分配间接费用，以保证企业产

品成本核算的准确性。作业成本法通过作业链的分解，清

晰地将企业的价值链展现出来，可以让企业更好地剔除

非增值作业，优化作业链，进而优化生产效能。但是，就成

本控制而言，在作业成本法下企业更多地关注成本核算

的准确性，并未建立系统的成本控制系统，不利于企业的

成本管理和绩效评价。就成本核算而言，在作业成本法

下，由于各期产量的差异，不同时期的产品成本有所不

同，而且各作业中心没有一个固定的费用分配标准，费用

分配的波动性给产品定价带来不便。

三、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的有机结合

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在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方

面各具优势，但是单独使用又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作

业成本法在核算方面更加准确，但是在成本控制方面相

对欠缺；标准成本法的优势在于建立成本控制系统，但

是，在完全成本法核算准确性的限制下，优势并没有得到

充分发挥。二者在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上各有所长，如果

能将二者有机结合并形成一种新的成本核算方法，即标

准作业成本法，那么既能够提供真实可靠的成本数据，又

能够提供管理上所需要的成本差异信息，将二者的优势

更好地发挥。标准作业成本法下，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进行进一步核算：

（一）制定标准作业成本

1. 划分作业。划分作业是将企业整个生产工艺流程
进行科学解构。每个企业的全部运转过程都是一个庞大

的系统，可能产生许多的作业，但从实际操作和经济角度

考虑，企业不能、也没有必要将作业一一细分出来，而是

应该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特色划分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作

业，用于归集成本。

2. 选择成本动因。成本动因是作业成本分配的基础，
对企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项作业的成本动因有可

能并不是表面的、常见的生产因素，如机器工时、人工数

量等，而是深藏于作业内部的某些因素。这就要求企业在

寻找成本动因时必须熟悉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

最好听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找出真正合理的成

本动因。

3. 制定标准作业成本。企业制定标准作业成本的方
法有很多，其中，工程技术测算法、历史成本推算法与预

测法较为常用。工程技术测算法是由专业人员用技术测

定并估算标准作业成本；历史成本推算法则是把企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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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统计的历史数据的平均数作为标准作业成本；预测法

是兼顾当前生产经营条件和以后各种因素而制定的标准

作业成本。本文将采用历史成本推算法进行举例，计算公

式如下：

单位产品标准作业消耗量=期间该产品总作业量/期
间该产品总产量

标准作业成本分配率=期间总作业成本/期间总作业
量

标准作业成本=单位产品标准作业消耗量×标准作业
成本分配率

（二）据实核算实际作业成本

期末，先把本期实际发生的所有成本分别归入各项

作业，据实计算出各项作业成本，然后根据本期所统计的

成本动因将其分配。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产品实际作业消耗量=该产品实际总作业量/该
产品实际总产量

实际作业成本分配率=实际总作业成本/实际总作业
量

实际作业成本=单位产品实际作业消耗量×实际作业
成本分配率

（三）成本差异的计算和分析

1. 成本差异计算。成本差异是本期作业成本的实际
发生额与标准额之差，由作业量差异和作业价差异两部

分组成。计算公式如下：

作业量差异=（单位产品实际作业消耗量-单位产品
标准作业消耗量）×标准作业分配率
作业价差异=（实际作业成本分配率-标准作业成本

分配率）×单位产品实际作业消耗量
作业成本差异=作业量差异+作业价差异
2. 成本差异分析。差异分析是标准成本法的核心，能

帮助企业查明差异来源，采

取针对性措施，在减少浪费、

提高效率的同时，提升成本

控制能力和改善生产经营效

益。但就实际而言，标准作业

成本毕竟只是一个标准，实

际成本往往与之存在差异。

如果每发生一点细微的差

异，企业都细致地分析其原

因，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不合

算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

此，为了简便起见，企业可以

计算出成本差异率，并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可容忍范

围，其中，成本差异率=成本
差异/标准作业成本。当成本

差异率在企业规定的可容忍范围之内时，属于正常差异，

企业可以简要分析或不分析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当成

本差异率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企业规定的可容忍范围时，

应该仔细分析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并采取严格、有效的

措施控制成本。

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作业量差异可能是由

人工技术、机器性能、材料质量、生产工艺等引起的，作业

价差异则可能是市场价格和人工工资的波动造成的。值

得特别注意的是，标准作业成本本身的不合理也可能导

致成本差异的产生，这也提醒我们应该合理制定标准作

业成本，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

四、标准成本法、作业成本法和标准作业成本法三者

的案例对比

为了更直观、更清晰地展现标准作业成本法的优势，

本文将对同一案例分别采用三种方法来分析说明。

假设丁公司制造低端和高端两种型号产品A产品和
B产品，A产品市场售价为 120元/件，B产品市场售价为
1 100元/件，公司规定成本差异率在 5%以内为可容忍范
围。表1为丁公司2014年1～4月份生产成本资料。

（一）标准成本法核算

假设丁公司采用完全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相结合的

方式计算产品成本，制造费用按各产品产量比例分配。根

据表1所提供成本资料，采用历史成本推算法计算出2014
年1～3月份标准成本，具体计算过程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丁公司 2014年 4月份生产成本资料，可以计算
出4月份产品成本及成本差异，具体计算见下页表3。由表
3可知，4月份 A、B产品成本差异率分别为 1.75%和
0.65%，均在公司规定的 5%的可容忍范围之内，且差异主
要由制造费用产生。根据生产部门上报的资料发现，差异

可能是电费上调造成的。从标准成本法的角度来看，丁公

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1月

A产品
（5 200件）

78 000

130 000

438 000

693 500

B产品
（190件）

15 200

32 300

2月

A产品
（4 800件）

72 000

120 000

436 000

681 750

B产品
（215件）

17 200

36 550

3月

A产品
（5 000件）

75 000

125 000

431 000

679 750

B产品
（195件）

15 600

33 150

4月

A产品
（5 100件）

76 500

127 500

455 700

712 200

B产品
（210件）

16 800

35 700

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A产品

资源消耗

225 000

375 000

1 305 000

—

产品产量

15 000

15 000

15 600

—

单位标准成本

15

25

83.65

123.65

B产品

资源消耗

48 000

102 000

1 305 000

—

产品产量

600

600

15 600

—

单位标准成本

80

170

83.65

333.65

表 1 2014年1~4月份生产成本汇总表

表 2 2014年1~3月份产品标准成本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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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4月份的成本情况比较正常，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A
产品不论是单位标准成本还是4月份单位成本，都比市场
售价 120元/件还高。对此，丁公司各部门持不同看法：会
计部门认为，A产品成本高于售价，应停止生产，把生产力
转向利润空间更大的B产品；而生产部门认为A产品的制
造费用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二）作业成本法核算

根据企业生产工艺，将

丁公司的整个生产过程划分

为材料采购、加工组装、质量

检验、包装、订单接收五项作

业，它们的成本动因分别为

材料采购次数、加工机器工

时、质检工时、包装工时与订

单接收次数。表 4为丁公司
2014年1 ~ 4月份作业成本表。
依据表 4提供的资料，可以算出丁公司

2014年 1 ~ 4月份单位产品作业成本，具体计
算过程和结果见表5。
对比表2与表5中的成本数据可以发现，

采用完全成本法核算的A产品和B产品的成
本分别高于和低于采用作业成本法核算的A
产品和B产品的成本。究其原因是完全成本
法以产品产量为单一分配标准，虚抬了产量

大的产品成本，降低了产量小的产品成本，提

供了错误的成本信息，使管理者不能做出正

确决策。由表 5可知，A产品的单位产品作业
成本是远低于市场售价的，不应该停产，而B
产品利润空间相对较小，有的月份甚至亏本。

通过分析这一案例，我们得出了与传统的完

全成本法截然相反的结果，更能深刻地感受

到完全成本法对成本的扭曲，并极可能导致

决策的失误。建立在这种不准确的成本核算

方法之上的标准成本法，其积极作用也得不

到充分发挥。

那么，是不是作业成本法就是完美的？由

表 5所提供的资料能够发现，在作业成本
法下，A、B两种产品的单位成本每个月都不相等。A产
品的成本处于92 ~ 98元/件之间，B产品的成本处于990 ~
1 110元/件之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确定的单位成
本给产品的定价和销售都会带来极大的困难。那么如何

才能给企业作业成本制定一个标准，以规范产品定价和

生产呢？

（三）标准作业成本法核算

作业成本法能够准确核算产品成本，标准成本法能

够有效控制产品成本，二者的有机结合，让企业能够更加

便捷地获取准确的成本数据和有价值的管理信息。接下

来，本文将采用标准作业成本法对丁公司产品成本进行

再次核算，下页表6列示了丁公司每项作业的标准成本以
及单位产品标准成本，为企业的每项作业和整个产品生

产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准用以检验丁公司 4月份的生产
成本，下页表7为丁公司2014年4月份作业成本计算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项目

作业成本

A产品作业次数

B产品作业次数

A产品分配成本

B产品分配成本

作业成本

A产品作业次数

B产品作业次数

A产品分配成本

B产品分配成本

作业成本

A产品作业次数

B产品作业次数

A产品分配成本

B产品分配成本

作业成本

A产品作业次数

B产品作业次数

A产品分配成本

B产品分配成本

材料采购

15 000

2

3

6 000

9 000

15 000

2

3

6 000

9 000

15 000

2

3

6 000

9 000

15 000

2

3

6 000

9 000

加工组装

403 380

15 014

5 155

300 280

103 100

394 570

14 481

5 247.5

289 620

104 950

394 550

13 840

5 887.5

276 800

117 750

416 490

14 974.5

5 850

299 490

117 000

质量检验

106 500

780

285

78 000

28 500

104 250

720

322.5

72 000

32 250

104 250

750

292.5

75 000

29 250

108 000

765

315

76 500

31 500

包装

142 000

2 080

760

104 000

38 000

139 000

1 920

860

96 000

43 000

139 000

2 000

780

100 000

39 000

144 000

2 040

840

102 000

42 000

订单接收

26 620

52

190

5 720

20 900

28 930

48

215

5 280

23 650

26 950

50

195

5 500

21 450

28 710

51

210

5 610

23 100

合计

693 500

—

—

494 000

199 500

681 750

—

—

468 900

212 850

679 750

—

—

463 300

216 450

712 200

—

—

489 600

222 600

月
份

项目

1月

2月

3月

4月

A产品

总作业
成本

494 000

468 900

463 300

489 600

总产量

5 200

4 800

5 000

5 100

单位产品
作业成本

95

97.69

92.66

96

B产品

总作业
成本

199 500

212 850

216 450

222 600

总产量

190

215

195

210

单位产品
作业成本

1 050

990

1 110

1 060

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A产品

资源
消耗

76 500

127 500

455 700

—

产量

5 100

5 100

5 310

—

单位
成本

15

25

85.82

125.82

单位标
准成本

15

25

83.65

123.65

成本
差异

0

0

2.17

2.17

成本
差异率

0

0

2.59%

1.75%

B产品

资源
消耗

16 800

35 700

455 700

—

产量

210

210

5 310

—

单位
成本

80

170

85.82

335.82

单位标
准成本

80

170

83.65

333.65

成本
差异

0

0

2.17

2.17

成本
差异率

0

0

2.59%

0.65%

表 3 2014年4月份产品成本差异计算表

表 4 2014年1~4月份作业成本表

表 5 2014年1~4月份单位产品作业成本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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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6和表 7，进一步计算得出丁公司 2014年 4月
份产品作业成本差异，见表 8。从表 8可以看出，丁公司
2014年 4月份的A、B产品成本差异率均在企业规定的可
容忍范围内，成本指标较为正常。

五、结论

通过分别采用三种核算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

现：作业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并不互相排斥，作业成本法

要发挥最大的功能，必须引入标准成本法的思想，使作业

标准化。标准作业成本法吸收了两种方法的优点，使二者

的优势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在准确核算成本的基础上，

规范作业管理与定价，增强企业成本控制能力，明确责

任，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竞争力。

六、标准作业成本法推行的相关建议

1. 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评价成本系统的优劣，不仅仅
以核算的准确为唯一的标准，还必须考虑它的实施成本。

企业实行标准作业成本法

需要大量的数据，投入许多

人力、物力、财力，并非每一

个企业都适合推行。因此，在

实行标准作业成本法之前

企业应对其进行成本效益

分析，只有当标准作业成本

法带来的效益大于成本时，

推行它才是明智之举。

2. 创建一个质量与效
率并重的成本信息系统。标

准作业成本法需要的数据

更多、更细，步骤更复杂，加

之产品多样化和顾客需求

个性化的发展趋势，成本数

据的收集和处理是一个复

杂、繁琐的工作，仅仅依靠

人工是无法完成的。因此，

构建一个质量与效率并重

的成本信息系统，是保障企

业顺利实施标准作业成本

法的前提条件。

3. 完善企业标准作业成本的定期检查和修正机制。
标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市场在变化，影响成本的各种因

素也在变化。为使标准作业成本法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企业应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定期检查与及时修订过时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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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材料采购

加工组装

质量检验

包装

订单处理

合计

作业成本

45 000

1 192 500

315 000

420 000

82 500

205 500

总作
业量

15

59 625

3 150

8 400

750

—

作业成本
分配率

3 000

20

100

50

110

—

A产品

作业
量

6

43 335

2 250

6 000

150

—

产量

15 0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5 000

单位产品
作业量

0.000 4

2.889

0.15

0.4

0.01

—

作业
成本

1.2

57.78

15

20

1.1

95.08

B产品

作业
量

9

16 290

900

2 400

600

—

产量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单位产品
作业量

0.015

27.15

1.5

4

1

—

作业
成本

45

543

150

200

110

1 048

项目

材料采购

加工组装

质量检验

包装

订单处理

合计

作业
成本

15 000

416 490

108 000

144 000

28 710

712 200

总作
业量

5

20 824.5

1 080

2 880

261

—

作业成本
分配率

3 000

20

100

50

110

—

A产品

作业
量

2

14 974.5

765

2 040

51

—

产量

5 100

5 100

5 100

5 100

5 100

5 100

单位产品
作业量

0.000 39

2.94

1.15

0.4

0.01

—

作业
成本

1.17

58.8

15

20

1.1

96.07

B产品

作业
量

3

5 850

315

840

210

—

产量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单位产品
作业量

0.014 29

27.86

1.5

4

1

—

作业
成本

42.87

557.2

150

200

110

1 060.07

项目

材料采购

加工组装

质量检验

包装

订单处理

合计

A产品

实际
成本

1.17

58.8

15

20

1.1

96.07

标准
成本

1.2

57.78

15

20

1.1

95.08

成本
差异

-0.03

1.02

0

0

0

0.99

差异
率

-2.5%

1.77%

0

0

0

1.04%

B产品

实际
成本

42.87

557.2

150

200

110

1 060.07

标准
成本

45

543

150

200

110

1 048

成本
差异

-2.13

14.2

0

0

0

12.07

差异
率

-4.73%

2.62%

0

0

0

1.15%

表 6 2014年1~3月份标准作业成本计算表

表 7 2014年4月份作业成本计算表

表 8 2014年4月份作业成本差异计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