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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本会计教材是教师讲授成本会计课程的依据，是会计专业学生学习成本会计的基础。本文对目前我国市场

上存在的成本会计教材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我国成本会计教材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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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会计教材的现状分析及改进建议

一、成本会计教材的现状分析

根据学习对象的不同，成本会计教材主要可以分为两个

系列：一个系列是针对大专、电大教育的高职高专教材；另一

个系列是针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育的教材。而专门针对研

究生的成本会计教材极少，这与高校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和授

课形式有关。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这两个系列的教材进行调

查。本科系列教材与高职高专系列教材在内容上有相似之处，

只是前者涉及的范围更宽、难度更大。笔者选取了 50个样本
进行分析，样本分布情况见右表。

1. 教材结构体系。
（1）结构体系分类。所有样本教材的结构体系大致可以分

为以下五类：淤以成本核算为主要内容，兼有少量的成本分
析。于将成本核算与成本控制相结合。以陈良华主编的《成本
会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月第 1版）和曾繁荣主编
的《成本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 7月第 1版）等
少数本科教材为代表。盂将成本核算与成本会计前沿发展相
结合。以于富生和黎来芳主编的《成本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9年 8月第 5版）以及祁怀锦和刘红霞主编的《成
本会计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12月第 1版）等本科教
材为代表。榆将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全面结合。以陈守文主编
的《成本会计》（辽宁出版社，2008年 3月第 3版）和程明娥主
编的《成本会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5月第 1版）等本
科教材为代表。虞将战略导向引入成本会计。以胡玉明、赖红
宁、罗其安编著的《成本会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月
第 1版）和乐艳芬主编的《成本会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月第 1版）等少数本科教材为代表。
（2）结构体系差异分析。对于高职高专教育，由于教学目

标定位一致，即该层次的学生只需要了解成本核算程序、掌握

其账务处理、熟练运用有关方法核算产品成本并学会简单的

成本报表分析即可，因此教材的结构体系安排相同。但本科系

列教材却截然相反，差异比较大。本科系列教材结构体系的迥

异与成本会计的历史发展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到底是坚持原

始成本会计的观点还是坚持现代成本会计的观点？如果坚持

后者，结合教学因素考虑，是否应当并能够在课程中包含更多

的学科知识？因为教材编者对此均有不同看法，所以本科系列

教材的教学目标定位也就难以统一。

2. 教材内容安排。
（1）结构体系不同导致教材的内容安排也不尽相同。但无

样本分布情况表

教材出版社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市场出版社

辽宁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立信会计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尧上海人民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苏州大学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电力出版社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合 计

教材系列与样本分布

本科教材4本袁高职高专教材1本
本科教材3本袁高职高专教材2本
本科教材3本袁高职高专教材2本
本科教材3本袁高职高专教材1本
本科教材2本袁高职高专教材2本
本科教材1本袁高职高专教材2本
本科教材1本袁高职高专教材2本
本科教材1本袁高职高专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袁高职高专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高职高专教材1本
高职高专教材1本
高职高专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高职高专教材1本
高职高专教材1本
高职高专教材1本
高职高专教材1本
高职高专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本科教材1本

样本数量

5
5
5
4
4
3
3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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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高职高专系列教材还是本科系列教材，在成本核算方面，

知识点及其安排顺序都相同，即先由总论或概论开始介绍成

本会计的历史发展、相关概念、职能和作用，接着讲述工业企

业成本核算的要求和一般程序，再介绍费用的分配和归集，最

后详细讲解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虽然如此安排能体现该门

课程的层次结构，但同时也说明成本会计教材在编写时很难

打破其固有模式。

（2）成本计算方法的内容安排不够完整。产品成本计算方
法主要包括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分类法和定额法五种，每

种方法实际上都包括从要素费用的分配到完工产品成本结转

的全部过程。但绝大部分教材强调各种成本计算方法的区别，

对各成本计算方法的实例编写都直接从本月生产费用归集完

后开始，忽略了前面费用归集和分配的环节。这样并未将各种

成本计算方法的全部内容展现给学生，成本计算数据的来龙

去脉也无从介绍，人为割裂了与前面成本核算基础知识的紧

密联系，使知识前后不连贯，不利于学生掌握整个计算过程和

账务处理过程。

（3）每个章节包含学习目标与要求、正文、案例分析、思考
题等，有些教材附有大量的练习题及答案。除个别教材在案例

编写方面比较有特色，例如高职高专系列教材之一———杨翠

萍和李洁主编的《成本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
12月第 5版），绝大部分教材的案例与练习题并非是企业经
营实例和实际交易或事项，这使得案例分析变为纸上谈兵，而

练习题也缺乏实战性。此外，有些本科系列教材对知识点的讲

解并不透彻，内容深奥且晦涩难懂；而一些高职高专系列教材

的讲解通俗易懂、简单明了，有利于学生迅速抓住重点和难点

知识。

3. 教材的连续性。教材的连续性主要指教材内容是否能
够及时修订和更新，教材的编写队伍是否能够保持前后一致

和相对稳定。通常，可以根据教材再版次数和作者人数及其变

动情况等因素来分析。教材连续性越强，其质量相对就越高

（邵瑞庆和杨家亲，2008）。
在这方面，高职高专系列教材与本科系列教材的总体情

况体现了惊人的一致。首先，再版次数少。样本中有 35本教材
即 70%的教材只出版过一次，其中：60%的教材是在 2009年
至 2010年出版；40%的教材是在 2006年至 2008年间第一次
出版，无再版；而余下 30%的教材出过第 2版、第 3版或修订
版等，但鲜有系统、科学的更新计划。其次，编者人数众多，少

则 3 ~ 5人，多则 10人以上。虽然分工明确，但这使得教材内
容缺乏一致性，各章节的思路缺乏连贯性，颇有拼凑之嫌。这

说明我国成本会计教材的质量普遍不高。

本科系列教材样本中再版次数最多的是由于富生和黎来

芳主编的《成本会计学》，截至 2009年 8月再版至第 5版，不
但再版次数最多，而且配套教师用书和学生用书的质量也很

高，堪称成本会计教材中的经典之作。高职高专系列教材样本

中再版次数最多的是由杨翠萍和李洁主编的《成本会计》，截

至 2006年 12月再版至第 5版。该本教材以实际交易为案例，
有利于促进学习，且排版相对美观，视觉效果甚佳，在一定程

度上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改进成本会计教材的建议

1援 科学定位教学目标。由上可知，本科系列教材的结构
体系跨度过大，说明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争议颇大，而隐

藏其后的真实原因则是学科交叉。因此，要么将成本会计与管

理会计整合为《成本管理会计》；要么保持各学科的独立性，在

课程内容上划清界限，减少重复。两种做法各有优劣，但笔者

倾向于前一种做法。不过这种做法也要求编者在编写教材时

能够将成本管理的内容融会贯通、前后衔接，并合理安排各知

识点的教学进度和授课学时，以保证授课教师能在既定的时

间内将教材 70%以上的内容讲解完毕。
2. 合理安排教材内容。在科学定位教学目标的前提下，

编者应当打破固有的编写模式，合理安排教材内容，编写出有

特色的高质量的成本会计教材。以成本计算方法的内容安排

为例，教材在讲解方法时省略了费用归集和分配的环节，使整

个计算过程残缺不全。对此，编者可以在突出成本计算方法之

间区别的同时，以不同生产组织和工艺过程特点、管理要求的

案例为载体来介绍不同成本计算方法的完整过程，即每种方

法应当包括从各种费用要素的归集和分配到生产费用在各种

（批、步骤等）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中间涉及各种要

素分配方法的选择与应用。这样，才能使学生灵活、完整地掌

握各种成本计算方法。

3. 提高编者的专业素养。首先要有一支稳定而精干的编
者队伍，人数不宜过多，不宜超过三名。其次，编者不但要有深

厚的理论基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还要有缜密的逻辑思维

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再次，作者在编写教材时，要能够与时俱

进，反映出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且应当将理论与实际结

合，尽量选择紧贴课程内容的实际案例来进行分析。最后，每

次再版前编者还应当有详细的更新计划和系统的写作思路，

并能认真听取、接受各方建议以对教材进行修订与完善。

4. 完善科研评价机制。成本会计教材的质量差，表面原
因是一些教师为完成科研任务或是晋升职称，不得已在仓促

之间自编教材、自费出版，并最终自己“收藏”；而一个深层次

的原因在于我国科研评价机制尚有不合理的地方，导致教材

编写往往成为教师完成任务的一个捷径。因此，完善科研评价

机制，尽量将评价标准科学化、合理化，将有助于学者脚踏实

地地编写教材。

5. 改进教材编排版式。成本会计教材的外在形式并不让
人十分满意，有些教材纸质差、排版不合理，价格却居高不下。

良好的外观形式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在这

方面，可以借鉴美国会计专业教材的印刷。在教材编排时，可

以采用较大的字体，图文并茂，重点部分可以用不同颜色、不

同字体予以突出，这样的视觉效果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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