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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本、费 用 新 说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黄 湘渊教授冤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成本、费用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然后分析了成本、费用的特征和分类，明确指出成本不是费

用，这与传统的成本是费用的一部分的观点截然不同，最后指出成本会计的对象是成本而不是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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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费用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

成本和费用是成本会计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实际

上，在成本会计学的发展过程中，成本一词的使用要早于费

用。根据成本核算和管理的需要，逐渐发展到现在成本、费用

两个概念同时使用，而且两者的内涵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1951年，美国会计学会将成本定义为“成本是指为实现

一定的目的而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这个定义揭示

了成本的内涵，即为实现一定目的所发生的一切价值付出。而

且其外延非常广泛，包括制造企业产品成本以及其他不同性

质的经济组织的不同目的、不同对象的成本。此时尚无费用概

念，而是将一切价值牺牲、耗费全部称为成本。我国会计学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将成本定义为“成本是企业为生产商

品和提供劳务等所耗费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的必要劳动价值

的货币表现”。这一经典论述是从马克思《资本论》对商品价值

的论述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突出了成本是产品价值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生产过程中一部分劳动耗费的反映，是生产耗费价

值的补偿尺度。由于强调成本是劳动耗费中的必要劳动耗费，

并不是所有的耗费都记作成本，“耗费”和“成本”的这一差别

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把“耗费”称为“费用”，因此，“费用”一词出

现并在诸多关于成本会计的著作中被提及。此时，成本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缩小了，限于企业商品生产和劳务提供过

程中的必要劳动耗费的价值表现。

1993年，为了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我国启动了会计制

度改革，颁布了包括《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1993）在

内的一系列会计规范。《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1993）

对费用作了如下定义：“费用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

各种耗费”，并且规定了什么费用可以以及如何计入产品、劳

务成本，而对成本概念则没有什么新的解释。至此，费用概念

的重要性凸现并且高于成本概念，费用的发生已成为成本形

成的前提。也即，成本的形成是建立在价值牺牲、劳动耗费基

础上的，没有各种价值牺牲和劳动耗费，也就不会有特定目的

或对象（产品、劳务）的成本。对这种“价值牺牲”、“劳动耗费”，

可先将其作为费用予以确认，然后将费用对象化，形成一定对

象的成本。

但是，我国 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对费用概念的

定义则发生了质的变化：“费用，是指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等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强调流出经济利益

是费用发生的前提，没有流出经济利益的价值牺牲或劳动耗

费不能确认为费用。在此基础上，对成本作了以下定义：“成

本，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强调

成本是为特定产品生产、劳务提供所发生的各种消耗，这种消

耗并不一定流出经济利益。

我国 2007年修订并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对费用概念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

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

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进一步强调了费用导致经济利

益流出企业的特性，而且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对于成本

概念，则仍沿用 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的定义。

二、成本概念解析

1. 成本的特征。第一，成本是对象化的生产耗费，也即成

本强调一定的负担对象。成本是为生产特定产品、提供特定劳

务而发生的，那么特定产品、劳务就是成本的负担者，也即成

本负担对象。没有负担对象的经济资源耗费，不是成本，如产

品销售费用、资金筹集费用、企业管理费用。第二，成本表现为

一种资产转变为另一种资产。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即各种资产

的耗费过程，包括劳动对象（材料资产）耗费、劳动力（人力资

源）耗费、劳动手段（固定资产）耗费等。上述资产消耗到一定

程度，产品生产完成。第三，成本的发生不会导致所有者权益

的减少。由于成本表现为一种资产转变为另一种资产，没有流

出经济利益，因此也不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2. 成本的分类。

（1）按经济内容分类。产品的生产过程或劳务的提供过程

也是生产部门（如生产车间）或劳务提供部门劳动对象、劳动

力、劳动手段以及发生在这些部门的其他经济资源的消耗过

程。这些消耗构成了产品成本的经济内容。因此，成本按经济

内容分为以下几项：淤材料成本；于燃料成本；盂动力成本；

榆人力成本；虞折旧成本（折旧费）；愚因生产原因发生的废品

损失以及季节性停工、设备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舆生产部门

发生的其他经济资源耗费，如水电费、办公费、保险费、设计制

图费、劳动保护费等。以上构成产品成本的因素，也称为成本

———兼议成本会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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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2）按计入产品、劳务的方式分类。淤直接计入产品、劳务

的成本。对于那些直接作用于产品、劳务，构成产品实体或有

助于产品形成的生产耗费以及直接为劳务提供发生的耗费，

应直接计入产品、劳务成本。由以下几项构成：直接材料，直接

为产品生产、劳务提供而发生的材料耗费；直接人工，直接从

事产品生产、劳务提供的工人的人力耗费；燃料和动力，直接

用于产品生产、劳务提供的燃料和动力耗费；废品损失，生产

过程中产生废品而发生的损失。于分配计入产品、劳务的成

本。发生在生产部门的有些耗费，没有直接作用于产品、劳务，

而是为组织产品生产、劳务提供而间接发生的，如生产部门生

产管理用材料、管理人员人工费、管理用水电费、固定资产折

旧费与修理费、劳保费等，一般称为制造费用（费用和成本是

有区别的，这个问题下面将要述及，这里的“制造费用”虽然带

有“费用”字眼，但并不属于费用的范畴）。制造费用一般应按

一定的方法分配计入各产品、劳务成本。上述产品、劳务成本

的构成项目———“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燃料动力”、“废品

损失”、“制造费用”等，称为成本项目，也即产品、劳务成本的

具体构成内容。

三、费用概念解析

1. 费用的特征。第一，费用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经济利益的流出。日常活动，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

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活动。只有日常活动所

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出，才会形成费用，如企业支付的技术咨

询费、财产保险费、办公费、产品销售费用、销售税金以及结转

的已销商品生产成本等。如果只是偶尔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出，

在会计核算中一般作为损失处理，如企业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净损失及罚款支出等。第二，费用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

少，但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并不一定都是费用。费用的发生

一般表现为资产的减少、负债的增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资

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都会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减少。所

以，费用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那些不会导致所有者权益

减少的经济利益流出不属于费用。第三，费用是与向所有者分

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企业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流出

的经济利益，属于利润分配范畴,是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不形

成费用。

2. 费用的分类。关于费用的分类，长期以来都是按照经

济内容进行划分，一般分为材料费用、燃料费用、动力费用、人

工费用、折旧费用、税金费用、利息费用、其他费用等。这种分

类是基于“大费用”概念：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全部生产耗

费，无论这些耗费是否能够得到补偿，只要耗费了就是费用。

当前费用的分类是基于费用的求偿性这一特征进行的。由于

费用是日常经济活动中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获取一定营业

收入而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那么费用就要求在发生的当

期得到补偿从而得出当期营业利润。可以从当期营业收入中

得到补偿的费用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营业税金

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前三项费用是为本期

已销售产品或已提供劳务而发生的由特定产品、劳务收入补

偿的费用；后三项费用没有特定耗费对象，应由本期日常经济

活动取得的收入全额弥补。

四、费用与成本的关系

传统的对费用和成本关系的理解是：两者都是产品生产、

劳务提供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耗费，费用的发生是前提，成本是

在费用发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费用中能对象化的部分。但

是，费用强调一定时期的发生数，它与一定的时期相联系，而

不注重具体用途，即负担对象。成本强调一定的负担对象，成

本与一定种类和数量的产品、劳务相联系，而不论发生在哪个

时期。

现今关于费用和成本的关系应当作如下理解：费用和成

本尽管都是发生在企业的各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但它们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首先，成本不是费用。成本是企业为生产产品、

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经济资源的耗费，这些耗费应由产品

或劳务负担，从而形成产品或劳务成本。这些耗费在企业内部

表现为一种资产转变为另一种资产，是资产的内部相互转化，

不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没有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所以，

成本不是费用。其次，成本和费用也有一定的联系。产品成本、

劳务成本随着产品销售收入和劳务收入的实现，将最终转化

为费用，从而得到补偿。

五、成本会计的对象

传统的成本会计教材将“生产经营费用”视为成本会计的

对象，那是基于传统的“大费用”概念的结果。既然现行会计准

则对费用、成本概念有了新的界定，那么成本会计的对象也要

发生相应的变化。

笔者认为，成本会计的对象应该是成本，即产品成本或劳

务成本。具体表现为产品生产部门、劳务提供部门发生的材料

成本、燃料动力成本、人工成本、折旧成本、废品损失、停工损

失、其他生产成本等。在进行成本核算时，首先，分别针对上述

成本内容按照用途进行归集、分配，将直接成本归集到各产

品、劳务成本中，间接成本则归集到“制造费用”账户。其次，将

辅助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在各受益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再次，

将间接制造费用在各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最后，将生产成本在

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计算出完工产品成本。

至于费用要素，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利润要

素一起属于财务会计的对象。当然，成本会计和财务会计的核

算对象也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成本会计在进行

成本核算时，也会涉及资产、负债等要素，但它们不是主要核

算对象，成本会计详细核算、披露的是成本要素；财务会计在

进行各个会计要素核算时也会涉及成本，但成本不是主要核

算对象，也未对其进行详细核算、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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