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分析是标准成本系统中成本差

异分析的难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中各项具体差异不但比

较抽象，而且各项具体差异计算公式中的文字表述还比较晦

涩难懂。如果采用能够化抽象为具体的图式可视性教学法，

可大幅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率。

一、图形设计

第一步：创建一个三维空间，其三个坐标轴分别代表固

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基本影响因素，即：单位产品工时耗

用量（X轴）、单位工时费用分配率（Y轴）以及产品产量（Z

轴），如图1所示。

第二步：在每个坐标轴上各取两点，分别代表固定制造

费用各基本影响因素的标准值（或预算值）与实际值。需要强

调的是，为了便于阐述，笔者假定单位产品实际工时耗用量大

于单位产品标准工时耗用量，单位工时实际费用分配率大于

单位工时标准费用分配率，但是，对于产品产量则假定产品

预算产量大于产品实际产量。事实上，这种假定也符合大多

数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即：费用超支与产能过剩并存。

第三步：在各坐标轴原点处及按照第二步骤方法所取的

两点处分别作垂直于本坐标轴的平面。这九个平面将在三维

空间中围出一个形似积木的立方体。该积木由两层两列，共

计八个小方块组成。

第四步：为了便于下文阐述，笔者还将积木立方体中的

各个小方块命名为 aij，其中：i表示以XOY面为底，从下往上

计数，小方块所处的层次；j表示以Z轴所在方块为起点，按

逆时针方向计数，小方块在同层小方块中所处的位次。例如，

图1中小方块A为 a23，而小方块B则为 a14。

二、各项成本差异计算公式的图示分析

目前，分析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方法有两种：二因

素分析法和三因素分析法。在二因素分析法下，固定制造费

用成本差异被分解为耗费差异和能量差异；在三因素分析法

下，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被分解为耗费差异、闲置能量差

异和效率差异。各成本差异的计算公式如下：

耗费差异=实际产量下实际固定制造费用-预算产量下

标准工时×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1）

能量差异=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

配率-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2）

闲置能量差异=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固定制造费用标

准分配率-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3）

效率差异=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

配率-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4）

二因素分析法下：

固定制造费用（总）成本差异=（1）+（2）

三因素分析法下：

固定制造费用（总）成本差异=（1）+（3）+（4）

由上述公式可见，各成本差异的计算公式由一些相同和

非常相似的公式因子线性组合而成。因此，如果仅仅记忆文

字，上述公式很容易被错误引用。但如果我们将上述公式与

图1所示积木立方体对照，不难发现（注：Vaij表示第 aij个小方

块的体积，下同）：

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计算的图式分析

【摘要】本文构建了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分析的图式分析方法，即以三维空间中积木立方体的内部（组合）模块为

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计算公式因子的物理映射对象，将抽象的名词、数字转换为可视的实物图形。这种方法不但可以使

教师的教学分析过程更加形象、具体，而且能大幅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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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差异=（Va11+Va12+Va13+Va14）-（Va11+Va21）

如果用积木立方体中的小方块来表示，并且各小方块的

相对位置仍然保持图1中的位置不变，则：

同理，其余各项成本差异也可以用图表示如下：

从上面的图式公式中还可以看出，参与成本差异计算的

（组合）模块只有四个：底层组合模块（a11+a12+a13+a14）、Z轴

组合模块（a11+a21）、X轴组合模块（a11+a12）以及原点所在模

块（a11）。因此，可以将各项成本差异计算公式形象地描述为：

耗费差异=底层组合模块体积-Z轴组合模块体积

能量差异=Z轴组合模块体积-原点模块体积

闲置能量差异=Z轴组合模块体积-X轴组合模块体积

效率差异=X轴组合模块体积-原点模块体积

总差异=底层组合模块体积-原点模块体积

显然，用这种表述来记忆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计算

公式，比记忆传统公式更显简明。而且，由于体积是长度、宽

度、高度三者的乘积，因此，在熟练掌握图式分析方法之后，

读者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并不需要画出实实在在的完整的积

木立方体，而只要在三个数轴上标示出相应的标准值（或预

算值）与实际值即可。当然，在计算成本差异时，要能够以这

些标示出的点为参照，想象出相应（组合）模块的物理形状，

以方便计算。下面举例说明：

某企业规划生产能量为年产 500件产品，每件产品标准

工时为 2小时，每小时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为 1.50元。

20×5年，该企业实际产量为 400件，总共耗用工时 890小时，

总共发生固定制造费用 1424元。要求：运用二因素分析法和

三因素分析法计算该企业20×5年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

根据已知条件，计算出单位产品实际工时=实际总工时

890小时÷实际产量 400件=2.225（小时/件）；固定制造费用

实际分配率=实际费用 1424 元÷实际总工时 890 小时=1.6

（元/小时）；在三维空间各数轴上标示出各项数据，如图 2所

示：

结合前面的图式计算公式，我们就能很容易地计算出各

项成本差异值：

二因素分析法：

耗费差异=底层组合模块体积-Z轴组合模块体积=1.6×

2.225×400-1.5×2×500=1424-1500=-76（元）

能量差异=Z轴组合模块体积-原点模块体积=1.5×2×

500-1.5×2×400=1500-1200=300（元）

总差异=耗费差异+能量差异=-76+300=224（元）

三因素分析法：

耗费差异=底层组合模块体积-Z轴组合模块体积=1.6×

2.225×400-1.5×2×500=1424-1500=-76（元）

闲置能量差异=Z轴组合模块体积-X轴组合模块体积=

1.5×2×500-1.5×2.225×400=1500-1335=165（元）

效率差异=X 轴组合模块体积-原点模块体积=1.5×

2.225×400-1.5×2×400=1335-1200=135（元）

总差异=耗费差异+闲置能量差异+效率差异=-76+

165+135=224（元）

三、结语

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图式分析法以三维空间中积

木立方体的内部（组合）模块为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计算

公式因子的物理映射对象，将抽象的名词数字转换为可视的

实物图形。这不但可以使教师的教学分析过程更加形象、具

体，还能大幅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率。值得一提

的是，读者最好能够形成一种符合自己习惯的固定思维，

即：将积木立方体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固定并将三个坐标轴

各自代表的经济含义固定。这将有助于读者用不变的图形提

示分析变化的数字，从而达到以不变应万变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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