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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概念 成本（cost），是为了获取预期在当前或未来能够给

一个组织带来好处的产品和服务而付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成本习性（cost behavior），反映成本的变动与业务量之间

的依存关系。这里的业务量可以是生产或销售的产品数量，

也可以是反映生产工作量的直接人工小时数或机器工作小时

数。按成本变动与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可将成本划分为固

定成本（fixed cost）与变动成本（variable cost）。固定成本是

指成本总额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不受业务量增

减变动影响而能保持不变的成本。变动成本是指成本总额随

着业务量的变动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1.2 成本的归集与分

配1.2.1 常用概念成本对象（cost object），是成本会计系统归

集和分配成本的对象。成本对象可以是产品、顾客、部门、

项目、作业等。向成本对象准确地分配成本是非常关键的。

准确性概念不是基于所谓的“真实”成本来评价的，而是一

个相对的概念，是与成本分配的 合理性和逻辑性有关的。成

本分配的目的是尽可能合理地计量和分配成本对象所消耗的

资源的成本，即“近似地正确好于精确地错误”。建立可追

溯性（traceability）是准确分配成本的基础，某个成本项目可

能既能划分为直接成本，又可划分为间接成本，这完全取决

于所指向的成本对象。直接成本（direct cost），是指那些容

易并且可以被准确地追溯到某个成本对象的成本。容易是指

其经济可行性，准确是指其因果关系。直接追溯法（direct



tracing），是可以找到和分配的、唯一和确定地与成本对象

关联的成本。通常以直接观察的方法来找到这种关联关系。

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是那些不容易并且不能被准确地

追溯到某个成本对象的成本。由于间接成本与成本对象之间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分配间接成本是基于方便性或其

他假设的联系来进行的。动因追溯法（driver tracing），使用

成本动因向成本对象分配成本。动因是计量成本对象的资源

消耗的可观察到的诱因。动因是引起资源消耗的因素，与成

本对象的成本之间具有因果关系。1.2.2 职能成本管理的成本

归集与分配职能成本管理（functionalbased cost management

，FBCM）是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它以职能来归集与分配

成本，偏重于满足对外会计报告的要求。职能成本核算使用

直接追溯法分配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使用动因追溯法和分

摊法分配制造费用。职能成本核算的动因通常是产品动因，

常见的动因包括：产量、直接人工工时、直接人工工资、机

器小时、直接材料金额等。一旦选定某种动因作为分配标准

，该标准就被应用到该职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项目中。职能

通常表现为某个部门、车间等组织单元，而不是作业单元

。1.2.3 作业成本管理的成本归集与分配作业成本管理

（activityh8ed cost management）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首先在美

国兴起的一种成本管理方法，目前已被许多公司用于计划、

控制和决策等目的。作业（activity）是一个组织在提供产品

或服务过程中的工作程序或工作环节。作业过程必然消耗资

源，即作业成本（activity cost）。企业的作业种类繁多，表现

出不同的特性，有些作业使每一单位产品都受益，与产量成

比例关系；有些作业与某种产品的整体或批数相关而与产品



总产量无关。作业的具体例子包括生产设备的准备、原料和

产品的搬运、购买零配件、向顾客开票、“支付账单、维修

设备、设计产品和检验产品，等等。这些作业是用一个动词

和一个对象来表述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行动都有一个特定的

对象。按照作业会计的原理，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

，于是就有下述关系：每完成一项作业就消耗一定量的资源

，同时又有一定价值量的产出转移到下一个作业，直至最后

一个步骤将产品提供给顾客。作业的转移同时伴随价值的转

移，最终产品是全部作业的集合，同时也表现为全部作业的

价值集合。因此也可以说，作业链的形成过程，也是价值链

（value chain）的形成过程。企业的生产过程被看作是为满足

顾客需要而运行的一系列材料消耗作业、工时消耗作业及制

造费用作业的作业链。在作业成本会计中，成本动因（cost

driver）是指引起成本发生的作业或因素，发生的成本按作业

的消耗量进行分配。作业成本计算的基本思路是：产品消耗

作业，作业消耗成本，生产费用应根据其产生的原因（成本

动因）汇集到作业，计算出作业成本，再按产品生产所消耗

的作业，将作业成本计入产品成本。按这一思路，作业成本

计算既可计算出产品成本以满足损益计算的要求，又可计算

出作业成本以满足作业管理的要求。它比传统成本计算方式

下的成本分解标准更多、更具体，其计算的产品成本更为准

确，对决策更为有用。作业会计把成本看成是：“增值作业

”（value一added activity）和“不增值作业”（non一value

一added activity）的函数，并以“顾客价值”作为衡量增值与

否的最高标准。作业会计关注那些导致成本增加和使成本复

杂化的因素，揭示在产品之间分配间接成本的不合理、不均



衡因素，从而更合理地分配间接成本。作业会计的作用就是

利用具体而细致的作业信息，提高增值作业的效率，减少无

效作业。在评价指标上，作业会计除保留了职能会计中的财

务指标外，还引进了许多非财务指标，诸如劳动生产率、产

品质量、市场占有率、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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