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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管理案例 
案例一   福达公司制造的产品 A 有两款型号——标准型号和豪华型号。该两款产品的

详细资料如下： 
                                       标准型号            豪华型号 
年销售量（件）                          12 000               12 000 
每件售价（元）                            130                  174 
每批件数                                 1 000                  50 
每件所需工时（小时）                        2                  2.5 
每小时工资率（元）                         16                   16 
每件所需材料成本（元）                     44                   64 
每件所需特别零部件数量                      1                    4 
每批所需的设置次数                          1                    3 
每批所需发出材料次数                        1                    1 
每年发出的销售发票数目                     50                  240 
近来数月，福达公司一直尝试说服购买标准型号的客户转为购买豪华型号。福达公司所

编制的间接制造费用分析提供了以下资料： 
    作业活动                  间接制造费用（元）   成本动因 
设置成本                          146 400          设置次数 
特别零部件处理成本                120 000          特别零部件数量 
出具发票成本                       58 000          发票数量 
材料处理成本                      126 000          材料发出次数 
其他间接费用                      216 000          工时 
合计                              666 400 
要求： 
1．使用下列方法，计算标准和豪华两个型号的每件利润和销售利润率： 
（1）传统的按人工基础的间接制造费用分配法 
（2）作业成本法 
2．就你在上述 1 的计算，简单归纳对管理部门的建议。 
3．简单描述一家公司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作业成本法会有好处，并评论其可能产生的问

题。  
 
案例二   华乐公司现在正在使用的产品成本计算系统是多年前设立的，而当时的环境、

科技和公司的规模与现在有很大差别。你被邀请参与一个项目，向该公司建议对该系统作出

改革的方案，特别是关于制造费用分配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项目将涉及通过使用恰

当的分配基准（成本动因）和集中到各种不同的作业活动上而对准确性作出改革的要求。 
要求： 
1．描述在设计和发展这个新的系统中所涉及的步骤。请引用一个制造业或服务业的环

境加以举例。 
2．在引进这个建议的系统前，有哪些其他因素（如技术性或组织性的）是项目小组需要考

虑的。 
案例参考答案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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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传统的人工基础的间接制造费用分配法和作业成本法的成本计算 
（1）按人工基础分配 
间接成本总额                              666 400 元 
总工时                                     54 000 小时 
间接费用分配率（666 400÷54 000）            12.34 元/小时 

 
按人工基础分配的利润 

                              标准型号（元）         豪华型号（元） 
每件售价                        130.00                 174.00 
单位成本 
  直接材料             44.00                 64.00 
  直接人工（16×2）    32.00      
         （16×2.5）                         40.00 
  制造费用（12.34×2） 24.68   
        （12.34×2.5）                        30.85
单位总成本                      100.68                 134.85
每件利润                         29.32                  39.15 
销售利润率  （29.32÷130）      22.55％  （39.15÷174）  22.5％  

 

（2）作业成本计算 
制造费用分配率计算表 

动 因 数 量 
作业活动 成本动因 

间接费用 
a 

标准型 
b 

豪华型 
c 

合计 
d=b+c 

分配率 
e=a÷d 

设    置 
特别零件 
客户发票 
材料处理 
其    他 

设置次数 
零件数量 
发票数量 
发出次数 
工    时 

146 400

120 000

58 000

126 000

216 000

    12 

12 000 

   50 

   12 

24 000 

   720 

48 000 

   240 

   240 

30 000 

   732 

60 000 

   290 

   252 

54 000 

200 

  2 

200 

500 

  4 

合  计  666 400     
上表中有关数据计算如下： 
标准型投入批数＝销售数量÷每批件数＝12 00÷1 000＝12（批） 
豪华型投入批数＝12 000÷50＝240（批） 
标准型设置次数＝1×12＝12（次） 
豪华型设置次数＝3×240＝720（次） 
标准型特别零件数量＝1×12 000＝12 000（件） 
豪华型特别零件数量＝4×12 000＝48 000（件） 
标准型耗用工时＝2×12 000＝24 000（小时） 
豪华型耗用工时＝2.5×12 000＝30 000（小时） 

 
制造费用分配表 

标 准 型 豪 华 型 
作业活动 

分配率 
a 

动因量 
b 

分配成本 
c=a×b 

动因量 
d 

分配成本

e=a×d 

间接费用 
f=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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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置 
特别零件 
客户发票 
材料处理 
其    他 

200 

  2 

200 

500 

  4 

12

12 000

50

12

24 000

2 400

24 000

10 000

6 000

96 000

720

48 000

240

240

30 000

144 000 

96 000 

48 000 

120 000 

120 000 

146 400

120 000

58 000

126 000

216 000

合  计  138 400  528 000 666 400

 
     按作业基础分配的利润 

                          标准型号（元）       豪华型号（元） 
每件售价                        130.00                174.00 
单位成本 
  直接材料             44.00                 64.00 
  直接人工             32.00                 40.00 
  制造费用 
（138 400÷12 000）     11.53   
（528 000÷12 000）                          44.00
单位总成本                       87.53                148.00
每件利润                         42.47                 26.00 
销售利润率     （42.47÷130）     33％    （26÷174）  15％  
 

2．对管理部门的建议包括： 
如果使用传统的分配基准，标准和豪华两个型号的销售利润率也是一祥。但由于豪华型

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绝对值，所以应尝试尽量多出售豪华型号。 
作业成本计算表明标准型号的销售利润率较高，是豪华型号的两倍，这说明上述的策略

是错误的。如果要使豪华型号的利润达到标准型号的水平，可以采用下列策略： 
（1）提高价格：因豪华型单位成本较高，故其售价有可能定的偏低，因而可提高价格，

但该策略成功与否要看市场的反应。如要达到标准型号的利润水平，所需收取的价格大约是

212 元。但这价格并不能增加销售，除非销售部门能说服客户称这价格反映了产品的品质等。 
（2）降低成本：作业活动分析指出了间接成本花费在什么地方。因此，降低成本需要

改变生产程序。豪华型号的设置成本、特别零部件处埋成本和一般处理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能否改善生产程序来降低设置成本？ 
在作业成本计算法下，成本不会很快地改变，也不会在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决策情况下

而改变。 
 
3．（1）一家公司在下列情况下采用作业成本法会有好处： 
公司拥有一系列复杂程度不同的产品，消耗着公司各种不同的资源； 
具有高水平的间接成本； 
产量非常不同的产品在作业成本法下会产生不同的成本； 
只有当可以利用作业成本法的信息来改变运作方式才会产生好处，这些改变包括改变价

格或降低成本。 
（2）可能产生的问题包括： 
有关数据的来源比较困难（特别是成本动因资料）； 
实施此法的成本可能较高，或许会超过所带来的利益； 
成本结构可能是不容易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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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1．新的成本计算系统必须考虑公司现行的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模式，也必须指出公

司业务的性质和范围。这将把分析重点放在生产、销售或服务的程序和活动上来。 
首先，要分辩公司内部的各种作业活动。在制造业，这些作业活动中有一部份是传统性

的，例如与机器加工有关的，其他的在此之前可能并没有独立地分辩出来，例如原材料的处

理或订购。因此，必须指明影响每一项作业成本的因素，例如机器小时、原材料移动的次数、

订单数目或来电数量等。这些便是“成本动因”，可表明与一项作业活动有关的资源。 
第二步是为每一项作业活动成立“成本中心”，类似传统成本计算系统的部门或成本中

心，但数量会增加很多。 
最后的步骤是根据这些作业活动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使用成本动因来量度需求）把每

项作业活动成本中心的成本追溯到产品或服务上。从“成本控制”的角度看，那些成本中心

的负责人应只对他们有能力影响的成本负责，虽然在计算产品的完全成本时也应包括所有其

他的成本。 
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使用与数量有关的动因分配间接费用，例如工时。但以作业活动为

基础的成本分配系统所用的是多元化的方法，其中一些是与数量有关的，一些是无关的。它

的理论是作业活动引起成本，而产品或服务则需要作业活动支持。因此，一般认为这种方法

能够提供比较“准确”的成本，并更有利于实施成本管理和进行定价决策。 
与上述方法有关的进一步发展是把作业活动细分为不同的类别。当这些类别与产品或服

务相关联时，这些类别便会产生不同的特性。与单位有关的作业活动和成本是那些与每件产

品有密切关系的作业活动或成本。与成批有关的作业活动不能单独分辨出每个单位，只能关

系到整批的产品上。与产品有关的作业活动关系着不同的产品，但与单位或成批无关。与设

备有关的作业活动支持一般的生产能力，但不是个别的产品。当需要作出有关盈利能力、产

量或停止某个别产品的生产决策时，这些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 
 
2．技术性和组织性的因素包括： 
在作业成本计算系统中，需要搜集和分析的数据及资料要比传统成本计算系统多，涉及

每一个作业活动和活动量或成本动因的更详细的成本资料。这些数据的搜集工作涉及花费员

工的时间和信息技术的提升来支持所得的新资料。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是这个系统应当是例行

性定期编制报告，还是当有需要时才为一次性特殊事件编制报告。 
这个选择取决于有关的成本动因是稳定不易改变的还是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的，例

如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工艺等。此外，这也取决于新系统溶入公司其他管理系统的程度。另

外，系统的成本也需要加以考虑。小组应保证新系统的实施所带来的利益超过其成本，也就

是说，新系统是否能通过指出某些亏损产品、推行某些更有效的方法、甚至是取消不能增值

的加工工序，以表明可以增加利润的建议。总体来说，新系统必须保证能推行成本管理，进

行成本控制和作业管理，而并不仅仅考虑成本计算。 
生产企业计算成本的一个目的是为财务报告系统提供存货资料，小组需要保证新的建议

不会危害这个目的。新系统或旧系统必须能够提供这项数据。当然，服务性公司将不受此限

制。 
小组可能决定测试新系统的效果，并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同时使用旧有的和新的系统。

这会引发另外的一个问题：作业成本计算系统是需要与其他的财务会计系统相联系，还是要

单独存在？为了要测试新的系统及其效果，可能先需要寻找一个试验点进行这些工作。等任

何出现的问题得以解决，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后，该系统便可以在其他的地点推行了。 
小组也需要考虑员工的培训的问题，包括培训员工了解有关新系统的目的和掌握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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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可有助于保证员工不会感觉受到发展的威胁，对任何关于新的或修订资料的要求都会

完全的合作。如果缺乏这些保证，员工对改变就会感到反感，害怕会失掉工作。新系统可以

提供和营造很多新的信息和观念，帮助制定决策和评估公司各部门及员工的表现。由于这些

信息将会影响员工的士气，因此员工对这些信息可能会产生行为上反应。一般情况下，员工

将会尝试保护自己的地位和部门。为了维护自己的最佳利益，他们可能会尝试歪曲资料。 
这个项目最初的领导权将由项目小组负责。但是，在实施后，就要对新系统的权利和责

任作出决策。会计部门可以扮演领导的角色，但责任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例如，很多对作业

活动的分析和科技信息的使用显示出很多跨部门的责任关系。 
毫无疑问，系统改变的成功不是一朝能达到的，要清楚这一点：建立一个新系统，使其

能有效地运作和使员工对新系统有信心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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