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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硉攸的龙用及其肴暑探祈

在提供决策有用信息、激励管理层实现企业目标方面，现代管理会计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

贡献，所依持的是：六十年代前期的变动成本法(Variable Costing)和贡献报告(Contribution

Reporting)，七十年代后期的零基预箕(Zero-Based Budgeting)，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全面兴

起的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入其中，零基预算只是昙花一现，八十年代起不再为

预算编制者所推崇；变动成本法和贡献报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挑战，在新技术、经济条件

下，用完全成本法取而代之的呼声很高；而作业成本法则方兴未艾，被誉为成本会计的第三次

革命（注：第 一 次革命是成本核箕由帐外演变为帐内；第二次革命是产品成本计n 与控制相结

合，表现为责任成本控制系统）。 那么，作业成本法相对于传统的以数扯为基础的成本计扰法

(Volume-Based Casting)，有何现实意义？应用条件是什么？如何设计作业成本制(Activity

Based Cost System，作业成本法应用的载体）？ 应用中存在哪些问题？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成

本管理会计急需探析的问题。

一、作业成本法的现实意义

作业成本法近年来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上颇受关注。 相对于传统的以数甚为基础的成

本计符法（下文中简称为
“

传统成本法
”)．它能提供更为准确的产品成本，更好地解释生产经

学．更为恰当地分析企业作业的经济性。 作业成本法的提出最初只是为了成本计符，现在它有

着更为广泛的用途。

（ 一 ）逍过找供决菜有用信息，可帮助企业优化生产决菜、定价决菜、长期投计决不·

1. 生产决策。 企业在决定产品的最优组合时，需要分析新产品开发及老产品增产、减产、

转产或停产对成本的影响。 作业成本法比传统成本法使用的间接成本分配基础(Allocation

Base)为多，能提供明细化的成本资 料、使成本的可追溯性、可归属性大大增强、可指明各种产

品组合对成本的影响，从而帮助企业优化生产决策。

2. 定价决策。 成本是影响价格变动的一 个基本因素．价格决策往往要参考产品的单位成

本。传统成本法提供的成本信息
“

绝对不准确 ”(Absolute Inaccuracy)，而作业成本法提供的成

本信息” 相对准确” (Relative Accuracy)。 因此，以作业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决策更为恰当，

3. 长期投资决策。 作业成本法同电子计 算机以MRP I (Manufacturing Resource

Planning)为代表的企业制造系统的结合、再利用销售预测资料，可进行投资项目未来增值现

金流批的模拟计算．有助于企业正确进行长期投资决策。

（二）从洪励管理者实现企业目标角度看．利用作业成本信息进行的业纬评价和考枕 、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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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作业管埋，更为有效、恰当。
］． 业绩评价和考核。按作业设立责任中心并使用更为合理的分配基础，易于区分责任；通

过使用适当的成本动因进行两阶段分配，成本指标更可靠；利用附带产生的非财务信息，还可

考虑从非财务角度进行业绩评价和考核。
2. 预算编制。 作业核算和分析有助千制定出真正合理的预算标准．按作业中心编制的预

算还能解决传统预算编制中责任不清的问题。
3. 作业管理。作业管理是作业成本法的分支。 将作业区分为增值性作业和非增值性作业，

可为企业改善成本管理指明方向，即：努力提高增值性作业的效率，消除非增值性作业。

二、作业成本法的应用条件

（ 一 ）相关因素。

企业各种产品间存在着产扯差异、体积差异、复杂程度差异、用料差异、准备时间差异。 由
千生产上固有的经济非比例性(Economic _Nonproportionalities)，传统成本法势必带来产品成
本的扭曲。 作业成本法能提供相对准确的产品成本，但以作业为基础的两阶段分配，成本核算

的工作批大增，花费较大。 判断成本计算法的优劣，应以成本效益原则为标准。 提高产品成本

准确程度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成本计算法，为最优的成本计算法。 需要说明的是，
最优的成本计算法并不一定要提供最为准确的产品成本。理论上讲，也只有在最优的传统成本
法都满足不了所要求的准确程度时，才需要作业成本法， 而影响产品成本的准确程度要求，从

而决定是否应用作业成本法的相关因素主要有：
1. 计批成本(Cost of Measurement)。 由于作业成本计算所需的初始信息通常已经产生，

计批成本往往只包括：将初始信息引入产品成本计算系统的成本；为计算产品成本而进行的必

要运算的成本。计蜇成本随着新信息技术的使用有不断降低的趋势。如果计扯成本降低，企业
对产品成本的准确程度要求就应提高。

2. 出错成本(Cost of Errors)。 出错成本是指错误的产品成本信息指导下的错误决策的损
失成本。 错误决策的常见形式为：不良的产品相关决策，如销售并不盈利的产品、不恰当的定

价；不良的产品设计；不良的资本投资决策；不准确的营业费用预算。 出错成本的高低，主要与

企业面临的竞争的程度和性质相关。 竞争越激烈、越自由，出错成本就越高。另外，出错成本的

高低，还受到企业制造费用结构变化的影响。 由千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种必然趋势，制造

费用占产品成本的比重越来越大，构成内容日趋复杂化，使得出错成本呈现出上升趋势。 制造

费用越重要，出错成本就越高；而出错成本越高．企业对产品成本的准确程度要求应越高。制造
费用的分配基础从直接人工小时发展到机器工作小时，再从机器工作小时发展到多个成本动
因，反映了这一规律。

3. 产品差异(Product Diversity)，产品差异是指产品与产品间作业耗费比例不同，它常伴
随管理活动而产生：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的销售策略；改善生产流程。 由千市场日新月异，需求

日趋多样化，产品差异日益增多。 产品差异越多，企业对产品成本的准确程度要求就应越高。
（二）应用条件。

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需综合考虑计抵成本、出错成本、产品差异
等相关因素对准确程度要求的影响，并与现有的传统成本法所达到的准确程度相比较。作业成

本法最为理想的应用条件是：原先的传统成本法开始应用时，计批成本高，出错成本低，产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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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小：现在．计址成本低，出错成本，＇，；；J ．广品差异人由千任何 ． 种成本制的预期寿而邵很长．1111

直新设计遐求更高的成本制并产生效吐．既费时义费力．所以．如果企业正准备设计其成本制｀

即使应用作业成本法的条什并不是砓理想．也应优先考虑，

如果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后．又由千竞争缓和等原因使出错成本大为降低，或者企业生

中生产一 、两种拳头产品使产品差异变小．或者企业采用了适时制生产系统(Ju、t- ln-·'l in让

Production System)使产品差异大小不再重要、通常也并不要求其返回到传统成本法。 可能的

原因是：多数企业在出错成本、产品差异峦小的同时，计址成本大幅下降；管理层预期竞
＇

在很快

会重趋激烈；由于缺少竞争．管理层已经不关心产品成本计3？问题；重新设计成本制丹下具备

成本合理性。

三、作业成本制的设计

（一）框架设计。

框架设计阶段的任务是明确其仁要竹征 为此．；们就以下六个方面作出决策：

1. 与现有成本会计系统一体化．心庄独成1¥系．，
2. 立即组织实施还是要经过长时间的正式设计文本的审批？

3.作为管理系统还是财务系统的 一部分｝

4. 要求相对准确还是高度精确的成本信息？

5. 采用历史成本还是未来成本？
6. 初始设计复杂化还是简易化？
（二）成本动因设计，

成本动因是指确定某顶作业工作批或工作负扣的变址，有助千便捷准确地计l1产品成本。

任何框架下的作业成本制．都以成本动因作为其运转的柜纽。 在设计作业成本制时，无疑要把

成本动因设计作为关键环节＾ 通常．成本动［村设计涉及两个方面：
I． 成本动因的使用数扯 n 其影响因素为期望准确程度、产品差异程度、作业的相关成本大

小、产址差异程度、成本动因与作业实际消耗的资源间相关程颅，期望的准确程窀越高．为达到

准确程度要求所霖的成本动因数从就越多、产品差异程I 奶 作业的相关成本大小和产从·差异程

度，体现符产品组合的复杂程电 实务「少作中．需要名少成本动因，须综合分析、判断 e 首先按

作业的相关成本大小区分主要作业和次要作业．考虑产品差异程度和产址差异程度！然后将差

异很大的产品剔除，分析哪些主要作业可口合并核灯，再分析哪此次要作业可以合并核符， 产

品组合的复杂程丐越，了众所古的成本动产坎崝就粮名王F成本动因与作业实杯资源消耗的相
关程度、它与成本动因的使用数从成反IL、

2. 成本动囚 ， ，向类刚其亿Ihl I l ］系）寸；十扣成木＇ lj 铝成本勹f r力驱功成本 (l`o寸 (.)f l'，`· 1l(I \ lor 

Induced)计址成本越小、出错成本越小、1r为4Li切成4”}lf止可负．如驱动有利行为时为负．驱

动不利行为时为正）越小．这类的成本动因杻有可啡玻电用且体以嘟个因素为决定 r:1 车．须视

设计者的意图而定、

四、作业成本法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诚然．作业成本认的应用有现实{t义．但在具体设汁、实施过程中也出现 r 值得咽视的诸

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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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理讫上的局限性:
］．内丁联合成本的存在和计牡方面的困呾丿t1寸记得到扛实的产品成本
2．考虑到成本效益原则．为每个诈仲选择 一个成本动因是不现实的．也就不能避免产品

人 1 、 1f} rli曲
$．对提供的资源与消耗的资游难作区分
（二）实践中的误用和滥用。
1．认为所有成本都是变动的，小实上，按成本动因来解释成本性态．成本可区分为短期变

动成本、长期变动成本和长期固定成本 C 其中｀长期困定成本扜不随业务杖或成本动因的变化
而弯化、

2.认为杠接人丁． 成本不再是 一 个重再的成本顶目 但即便以作业成本法应用较多的美国
妇列盲搂人工成本占总制浩成本的14％以上，不能不作为 一个重要的成本顶目。 而且，在服
务部i ]、政府讥构、人头数(He,l(Kount)则是 －·个骰重要的成本动因 C

3.认为作业成本法只核符制造费用实际上．作业成本法能提供完整的产品成本信息，只

是直接材料 、 直接人工成本核罚与传统成本法相同，区别集中在制浩费用的归集与分配程序
上，

4．指望作业成本法提供详尽的产品成本信息。 从信息经济学的信息经济性理论来看，将
作业成本法搞得过千复杂并不经济， 作业成本法并不是信息的唯 一来源．企业还可以利用观
察、商会、通讯和个案研究等逄径取得信息，

5.把作业成本法视为产品定价、组合、做买(Makl (）r-Buy)决策的决定因素。 实际上．
产品相关决策还要考虑竞争的程度和性质、企业的价格策略、市场供求关系、产品质扯等。

6．把作业成本法视为尽善尽美的r}K盲目排斥传统成本法。客观地看．作业成本法的应
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且．象日本企业．在热衷千质批管理和适时制、并不奉
行作业成本法的情况下．同样取得了成本、质植的竞争优势，

五、作业成本法的前景探祈

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思想源自D • Longman和M • Schiff合著的（（实际销售成本分析》
(Practical Di、tribution Cost Analy沁）作者提出 “ 功能成本法 ” <Functional Costi11g) 0 进行销

忙成本核符，中使用控制因子(CoHtrol Fact(Jr Un瓜）来联系变址(Varianle Quantum)与成本

金额、铅售与佣金。作业成本法最早用千非制造业，如饮路运输业、后来才更多地用于制造业。
尽忏作＼IJ，成本法即使在为葵、 jJll （广大等国也尚属初级应用阶段．但近年来保持了较好的

位H] r r}势头 但名企业受宏观纾济衷退的飞1L ｀夺专＇司和内心 － 芳＇虳！ ｝ I:且．以便取得更名的
战，1{t ． 讨勺f;J.''·凸方面的信月．从们提高耳兑争儿力和从刊ii七h怍勺 ． 种决沧支持工具．它比
传统成本去有脊而向未来的适应性杠优越性即但作成4、，欢益原则的限制下．作业成本法也至
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进展和突破：

1.多个间接成本分配基础的广泛采用 企业分配间接制造费用．将不再简单地只按直接
工时或机器工时来进行，

？．强调产品成木的战略忤理 企业不仅关注其制造环节．还重视研究与开发、设计、采购、
扑！节、咱售、售后服务等环节

3．业绩的非财务计址和财芳汁址并存 作业成本去吁产生非财行信息、含吉合各类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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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绩的评价和考核．将是一种趋势。

4. 增值性分析、因果联系分析的深入开展 企业面临的将是买方市场，唯有生产高质杜、

低成本且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生存、发展。因此．增值性及成本与产品．屯务、貊客的因果联系．

将倍受关注。

我国目前自动化程度很低，现行会计制度又要求采用制造成本法．因此．在实践中还很少

应用作业成本法。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诬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进

行，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将趋千激烈，自动化程庉将很快提高，新信息技术将不断引入、应用到

企业中来。 我们有必要尽早改变成本管理效率不高、成本核n粗略的状况．深入了解作业成本

法，认识作业成本法的现实意义，选择适当时机设计好作业成本制，正确对待作，廿成本法应用

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借鉴、消化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 a 建议由咨询公司推波助澜，上巾公司

率先试行，以制造业为突破口．适时、适当采用作业成本法。 笔者相信，这会为我国企业的成本

核算与管理取得巨大效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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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笫 13 页）系，实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约束。国家在继续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堵加财税收入的

同时尽力减少各种财政补贴，尽快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真正实现运用税种、税率、支出预箕、公

债补贴等工具，调节社会总需求。

4-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使企业对国内外市场价格信号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 资本项

目可兑换．以市场价格机制形成和国内、国外价格接轨为前提和条件。 国内外价格体系的差异

及世界市场价格的波动将对国内经济产生直接影响，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对国内外市场机制作

灵敏反应，根据市场供需状况进行生产和经营、谋求效益和利润最大化勹 目前，由千种种原因，

国有企业还远不适应市场机制作用．对国内外价格体系的差异及世界价格的波动不太了解．往

往受不正确价格的误导，盲目生产或扩大再生广
墓

、再加上产品质址、性能、技术、成本等问题的

存在，结果造成企业效益滑坡，这些都使国有正业在推进和实现人民币资本顶目可兑换中充满

风险， 现在我们必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将企业尽快推向

市场．使企业能够研究市场，对价格信号具有快速、灵敏的反应能力，适应国际市场行情的变

化，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利润；并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

更新，提高产品质址、性能等．努力挖潜，降低成本、使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企业经

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水平的全面提高，为推进和实

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邮编：2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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