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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1月，卡普兰等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时

间驱动作业成本法》一文。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TDABC）是

针对作业成本法（ABC）实施难的问题而推出的一种新的成

本计算方法。它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及其资源耗用情况等把

成本分解为不同的作业库及具体的作业，并由管理人员对各

作业的单位时间成本和单位作业实际需要时间等进行估计，

从而得出不同作业的单位成本。大量实践证明，TDABC能够

以简单的方法计算出复杂的工序成本，易实施、易推广，能够

满足企业对成本核算的要求。但是目前 TDABC在我国的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卡普兰和阿特金森的《高级管理会

计》一书中的 Sippican公司为案例对TDABC实施流程进行演

示，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剖析其特征，以引起管理学界的重视，

促进 TDABC在我国的推广实施。

一、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流程例示

1. 按传统成本分配方法计算月经营成果。Sippican 公司

只有一个生产部门，生产三种产品：阀门、水泵和开关。直接成

本直接计入这三种产品；生产性费用列了 5项，需要按受益原

则分摊计入三种产品。表 1是我们按照传统成本分配方法计

算的公司月经营成果（表中所列全部都是实际发生数，为简化

分析，单位略，下同）。

2. 按 TDABC计算月经营成果。为实施 TDABC，首先提

出两项假设：第一，假设上述五项生产性费用中，除第一项“与

机器有关的费用”外，都只列人工费用，不考虑其他支出，目的

是力求简化分析。第二，ABC的立论是把所有关系到产品的

成本都归集于该产品，并不考虑财务会计制度是如何规定的。

现实中，这五项是“作业”，一般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性费用未必

按表 1列示，需要经过一番整理，才能把费用归集到各作业项

下。为简化起见，我们把在财务会计上列作“销售费用”的“包

装与发运”项目归在生产性费用中；“与机器有关的费用”也可

能原先是分别列示为折旧、电力、维修等项的，因为这些费用

都与机器的使用有关、采用同一成本驱动，所以归纳为一项。

TDABC改变了之前“估测法”中向员工做问卷调查的方

法，转而由部门经理直接估计（相关数据见表 2）。

部门经理对本部门的情况比较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消除了员工因考虑个人利益而造成的信息失真。经理需要做

以下工作：

（1）计算每单位生产性时间（小时）的费用成本。首先要估

计生产性工时，经理可以通过对本部门的观察，估计在法定工

作时间内有多少时间是用于生产的、多少时间是用于非生产

的。我们认为非生产工时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允许的。将该

部门在核算期间内的费用总额除以生产性工时即得到每单位

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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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TDABC）是针对作业成本法（ABC）实施难的问题而推出的一种新的成本计算方法。本

文以 Sippican公司为案例演示 TDABC在企业的具体实施，总结出其三个方面的特征。通过与传统成本分配方法的比较可

以发现，TDABC将有助于改进我国成本核算工作及部门的业绩考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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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传统成本分配方法计算的月经营成果

销售收入

直接人工耗费

直接材料耗费

边际贡献

生产性费用：

与机器有关的费用

调整准备

收料与生产控制

技术人员费用

包装与发运

生产性费用合计

毛利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一般性支出

经营利润（税前）

1 847 500

351 000

458 000

1 038 500

334 800

117 000

15 600

78 000

109 200

654 600

383 900

350 000

33 900

100%

56%

3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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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时间（小时）的费用成本。案例中我们把劳动力分为 3

类，各类人员每月工作 20天，每天上班 7.5小时。但实际工作

时间（即扣除工间休息或开会时间后，期望各类人员能够真正

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生产工人和技术人员为 6小时（生产

工人包括直接从事机械操作的工人和做机器的调整准备工作

的工人），间接工人为 6.5小时。公式为：

每单位生产性时间（小时）的费用成本=该部门在核算期

间内的费用总额衣该部门生产性工时

（2）确定每单位作业耗用的时间（小时）。这一步骤在

TDABC的运用中是至关重要的。每单位作业耗用时间可以

通过经理的观察直接得出，也可以通过与员工面谈调查取得，

但是没有必要进行问卷调查。这个估计不需要很精确，相对准

确即可满足要求。

需要收集的有关生产和经营的统计数据，列示于表 3中。

（3）计算单位作业费用率。将每单位生产性时间的费用成

本乘以每单位作业耗用的时间即得到单位作业费用率。公式为：

单位作业费用率=生产性时间的单位成本伊估计的单位

作业耗时

根据 TDABC的基本原理，该公司涉及间接费用的项目

有以下五个，现对其成本分配基数即成本驱动分别予以说明。

第一项，与机器有关的费用。与机器有关的费用包括机器

的折旧、保险、消耗的动力（电力）、物料（如润滑油等）费用。其

成本分配基数为机器小时，在本例中是表 3中第 6行与第 8

行的合计数，即分摊计入阀门的是 3 850小时（3 750+100）。当

机器处于调整状态时，虽然机器没有因从事生产而运转，但也

占用了机器的时间，所以机器时间分为两部分：机器生产过程

中的运转时间和机器的调整过程所占用的时间。因此机器工

时有两种不同层次的耗费：一种是数量层次的耗费，即 3 750

小时是与产量成正比的，阀门的产量为 7 500件，每件机器小

时为 0.5，所以阀门的生产总共耗费 3 750小时（7 500伊0.5）；

另一种是批次层次的耗费，即阀门一共生产了 20批（表 3第

7行），每生产一批需要停机 5小时（表 3第 4行）进行调整，

这一部分耗费为 100小时（20伊5）。

第二项，调整准备。当机器更换所生产的产品时，需要停

止运转并对机器进行调整，为下一批不同产品的生产做好准

备，这项工作称为“调整准备”。在这家公司，调整准备工作是

由一批专门的工人来完成的，这些工人需要具备一定的生产

技术知识，其待遇与生产第一线的直接工人相同，这一项费

用指的是调整准备工作的人工费用。可以看出，机器调整准

备耗用人工的总数是与生产的批数成正比的。

第三项，收料与生产控制。在本例中，“收料与生产控制”

实际上是材料仓库的管理费用，该工作由间接工人执行，他

们从事机器开始运转之前的材料准备工作，包括定购所需的

材料、检查入库材料的质量、将材料送到指定的场所。每一批

材料花费的时间与批次有关，但与每批的运作时间无关，是

一种批次层次的费用，每批生产耗费在这项工作上的间接人

工为 1.25小时。

第四项，技术人员费用。凡是技术部门人员的费用，都归

在“技术人员费用”中，它是一种产品层次的费用。我们分别

记录技术人员为不同产品服务的时间，月终汇总起来，得出

表 3第 10行在三种产品上耗费的技术人员工时，或是由这个

部门的负责人按经验估计分配得到。

第五项，包装与发运。包装与发运费用是产品销售过程

中发生的费用，包装与发运工作由间接工人执行。包装与发

运工作由同一个部门完成，但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首先把

产品包装起来，每次包装花费间接人工 8分钟；然后将产品

装入纸箱发运，每次发运花费间接人工 50分钟。

（4）计算作业成本。有了单位作业费用率的数据，我们就

可以在每一项作业发生的时候，直接得到应当归集到该项作

业的成本，即用该会计期间实际发生的作业量乘以单位作业

费用率。公式为：

作业成本=实际发生的作业量伊单位作业费用率

采用 TDABC计算得到的月经营成果见表 4。

二、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特征解析

将按传统成本分配方法计算的月经营成果（表 1）和按

TDABC计算的月经营成果（表 4）进行对比，我们看到，两种

计算方法下的盈利结果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两种方法有以下

区别，区别之处也正体现了 TDABC的优势所在。

1. TDABC能够正确地计算出各项产品的成本和利润，

容易被报表使用者理解，有利于管理人员做出正确决策。首

先，TDABC按照不同的成本动因归集、分配各项费用，较之

于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成本信息。其

次，报表使用者从表 1中只能看到企业这个月整体的收入、

成本等信息，无法确切了解每一种产品的具体情况，TDABC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表 4中，管理者可以很清楚地了

解每一种产品的成本和盈利等信息。

2. 财务人员可以通过 TDABC计算出有效工时、实耗工

时和未用工时的绝对数及相对数，还可以核算出未用工时所

造成的成本浪费，有利于企业进行成本管理和成本控制。这

是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所无法做到的。根据以上各表的数

据，可以分析出企业各项生产能力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3 生产经营的月度统计（实际发生数）资料

产量

单位产品耗费的原材料

单位产品消耗的直接人工

每批间隔停机时间

单位产品机器耗时

机器渊运行冤时间

批次

机器调整耗用人工

包装与发运数量

技术人员工时

7 500

16

0.38

5

0.5

3 750

20

100

40

60

阀 门

12 500

20

0.50

6

0.5

6 250

100

600

100

240

水 泵

4 000

22

0.40

12

0.3

1 200

225

2 700

500

600

开 关

24 000

11 200

345

3 400

640

900

合 计产 品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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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人工

机器

调整准备

收料与生产
控制

技术人员

包装和发运

90渊2班
各45人冤

62台

30渊2班
各15人冤

4

8

28

数量
（1）

3 900
渊表2冤

5 400
渊表2冤

3 900
渊表2冤

3 900
渊表2冤

9 750
渊表2冤

3 900
渊表3冤

月成本
（2）

351 000

334 800

117 000

15 600

78 000

109 200

总成本
（3）=（1）
伊（2）

10 800

14 880

3 600

520

960

3 640

理论有效
工时数
（4）=（1）
伊 120或
130

10 700

14 600

3 400

431.25

900

3 733.33

TDABC
计 算 的
有 效 工
时数（5）

99%

98%

94%

83%

94%

103%

有效利用
的工时比
率（6）=
（5）衣（4）

表 5 月度资源成本与利用率分析

项 目

销售收入

物料消耗

直接人工

边际贡献

机器运转时间

机器调整

调整准备

收料与生产控制

技术人员费用

包装与发运

生产性费用

总成本

毛利

毛利率

管理费用尧销售费
用等一般性支出

经营利润

退货率

592 500

120 000

92 625

379 875

84 375

2 250

3 250

750

4 875

31 000

126 500

339 125

253 375

42.8%

875 000

250 000

203 125

421 875

140 625

13 500

19 500

3 750

19 500

52 500

249 375

702 500

172 500

19.7%

380 000

88 000

52 000

240 000

27 000

60 750

87 750

8 438

48 750

28 500

261 188

401 188

-21 188

-5.6%

1 847 500

458 000

347 750

1 041 750

252 000

76 500

110 500

12 938

73 125

112 000

637 063

1 442 813

404 687

22%

阀 门 水 泵 开 关 合 计

0

0

3 250

-3 250

6 300

0

6 500

2 662

4 875

-2 800

17 537

20 787

-20 787

未利用的
生产能力

1 847 500

458 000

351 000

1 038 500

258 300

76 500

117 000

15 600

78 000

109 200

654 600

1 463 600

383 900

21%

350 000

33 900

1.8%

实 际

表 4 按TDABC计算的月经营成果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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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DABC比较灵活，单位作业成本容易更新。TDABC直

接估计出一个单位的作业所耗费的工时，免除了传统成本分配

方法下估计出全部有效工时中耗用于各项作业的百分比，在实

行起来比较简单，很好地解决了作业成本法实施难的问题。单

位作业成本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外供资源价格的变化；二

是完成作业的效率变化。若有新增作业，通过调整对应作业的

单位时间和单位作业实需时间，变动各项单位作业成本，即可

计算出单位新增作业的成本。因此，TDABC能够很容易地更新

模式以适应企业内外部条件的变化。

三、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对我国企业成本管理工作的启示

1. TDABC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实践的需要。当前

我国许多企业的成本核算仍停留于传统方法，以生产过程

的耗费为中心，对费用的分配建立在“业务量是影响成本的

唯一因素”的假定之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随着竞争的加

剧，生产制造过程大大缩短，制造成本在产品成本构成中所

占比重已逐步降低，而研发成本、营销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

等非制造成本在产品成本构成中的比重在逐步提高。

TDABC能够正确计算出各项产品的成本和利润，容易被

报表使用者理解，有利于管理人员做出正确决策，适应市场

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的需要。

2. 施行 TDABC 并不是新建一套成本制度。TDABC

为解决新环境下产品成本的核算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和一整套系统的方法。我们在推广使用时，必须充分认识到

这种方法的本质和使用中的条件与要求。鉴于我国企业目

前的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管理会计的推广与应用成效不明

显，企业在应用 TDABC时可以先选取一个比较典型的车间

或产品生产线进行试验，待运作稳定后再推广到其他部门。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TDABC 的应用不一定要局

限在形式上，它是基于传统成本分配方法发展起来的一种

管理方法，可以被运用于生产管理、产品设计、定价、顾客获

利能力分析、质量管理等诸多方面。时间驱动作业管理思想

的运用可以先行于作业成本计算，这也许是我国企业运用

TDABC的一种模式。

3. 利用 TDABC对企业各责任中心进行考核。标准成

本法是我们所熟悉的，它不仅仅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而

是一种将成本计算和成本控制相结合，由制定标准成本、计

算和分析成本差异、处理成本差异三个环节所组成的完整

系统。标准成本法的优势在于平时不需要计算实际成本，只

需在账簿中登记原先制定好的标准成本，期末结转差异。这

样极大地简化了成本计算工作，且有控制考核的功效。上

文曾提到，在 TDABC 中，标准单位作业费用率是根据经

理估计的单位作业耗时进行计算的，此处的“估计”究其

实质其实就是制定标准或者定额，我们完全可以将该“估

计”理解成标准成本法中的“标准成本”。财务人员可以通

过TDABC计算出有效工时、实耗工时和未用工时的绝对

数及相对数，还可以核算出未用工时所造成的浪费成本，

可见 TDABC和标准成本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管理人员可

利用 TDABC对各个责任中心进行考核，用来计算实际成

本、衡量工作效率，从而有利于企业进行成本管理和成本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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