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时生产制（JIT）的理论依据是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

的所有作业区分为以下两大类：淤能增加最终产品价值的作

业。这类作业的基本特点是：它们是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作业，

并可以增加转移给客户的产品价值。于不能增加最终产品价

值的作业。这类作业的特点是：没有它们也不会对最终产品的

质量或功能造成任何损害，不能增加转移给客户的价值。例如

存货的存储、保管、分类、整理，因质量不符合要求而进行的加

工、改造，发生在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上的质量损失，供、

产、销各个环节上各种形式的等待和延误形成的损失等。

JIT的思想就是力求减少不能增加最终产品价值的作

业，将资源用于能够有效地增加最终产品价值的作业，为企业

也为社会节约资源。

一、JIT系统与作业管理

1援 JIT系统丰富和创新了作业管理的方法。生产过程中

所耗费的时间，包括在库时间、检查时间、搬运时间、等待时

间、设备调试时间、加工时间等，除了真正的净加工时间（用设

备加工产品的时间），其余都对产品增值没有贡献，从理论上

看应缩短。实际上，缩短非增值时间等于减少了非增值作业，

这正是消除非增值作业的重要途径。

2援 JIT 系统给作业业绩评价和作业分析赋予了新的内

涵。根据 JIT的思想，对原材料或半成品进行检查所耗费的时

间纯属浪费，应缩短。购入材料或来自前道工序的半成品应该

完全合格才合理，本道工序不该为前道工序的过失负任何责

任。再比如，采购部门为了避免材料购入的不利价格差异，可

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选择廉价的原材料，结果导致后一工序

的检验时间大增，采购部门表面上的优良业绩在 JIT系统下

并不具有合理性。显然，JIT思想与传统的业绩评价思想截然

不同。

JIT系统在中间工序中通过对各加工单元的次品率、合

格率、返工率、机器故障次数等的分析，力求将次品率降到最

低。这类做法有助于缩短检查时间，当然也就减少了非增值作

业。缩短在库时间和等待时间，同样必须分析其发生的前因后

果。在库时间的耗用是由于对购买和销售两方面的信息把握

不当、生产系统不理想，或从产出到出厂的物流系统不完善等

原因引起；等待时间的耗用则可能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引起：一

是前道工序出现不合格产品、设备运转不良或切换不顺利；二

是对这类问题预防过度，生产了超过需要的产品。理想的 JIT

系统可以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找出在库时间和等待时间耗费的

原因并将其消除。JIT系统无疑丰富了作业分析的内涵。

然而，JIT系统不可能把非增值作业消除殆尽，所以绝对

理想的 JIT系统未必存在。但是，设计 JIT系统的目标却是非

增值作业。

3援 作业成本法与 JIT互为实施条件。JIT系统要求小批量

生产、缩短设备切换时间、减少搬运批量等，而这些也是作业

成本法的要求。另外，JIT系统以“必要的时间、必要的数量、

必要的产品”为运作目标，从正面实现“无在库商品”，从反面

缩短“在库时间和等待时间”，这正是作业成本法增加增值作

业、消除非增值作业的目标要求。JIT从“空间”和“时间”方面

优化企业的作业链；而作业成本法则从“资源”方面优化企业

的作业链，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实施条件。

二、JIT系统下的成本核算

1援 生产费用范围的变化。在传统生产模式下，直接人工、

直接材料、制造费用计入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而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等不计入成本，从当期损益中扣除。由于 JIT的基本

思想就是要消除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切浪费，所以除了直接

材料、直接人工和一些必要的制造费用、管理费用，对于有关

存货发生的费用及因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而进行加工、改造

等发生的费用，同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及产成品的损失和

供应、生产、销售各个环节中发生的等待和延误造成的损失一

样，均应视作生产经营中的浪费而不应作为正常的费用处理。

2援 本期成本指标计算的变化。由于在传统的生产模式

下，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允许有存货，所以本期产品成本为

本期成本发生额加上期初成本，然后减去期末成本计算得到。

显然，依据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本期产品成本受期初、期末成

本的影响，故它实际上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本期产品成本。

相反，在 JIT下，由于各个环节都没有存货或只有极少量

存货，因而此时计算出的本期成本就是本期实际发生的成本。

因此，比起传统的成本计算，JIT下的成本计算更符合收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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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配比的会计原则，其计算指标更能真实地反映本期生产

经营的实际情况。在具体计算时可采用倒流法，即可先估计

少量存货的期末成本，用总成本减期末成本即可得出本期耗

用的原材料成本，将其从“原材料及在产品存货”科目转入

“主营业务成本”科目。甚至可以将购进的原材料直接记入“主

营业务成本”科目，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也可直接记入“原材

料及在产品”科目或“原材料”科目。然后将估计的少量存货

成本借记“原材料及在产品成本”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本”

科目。

3援 制造费用分配的变化。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把企业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直接费用都直

接计入产品的生产成本，JIT下的核算方法与此相同。但对于

诸如车间、分厂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间接费用，以

及生产用固定资产的折旧等制造费用，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

则是将其汇总以后再按各种产品的直接人工小时数进行分

配，这样做显然已不能真实地反映产品生产成本的实际构

成，因为间接费用与直接人工消耗在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下并

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在 JIT下的成本核算中，应采取以

下三种办法进行改进：淤尽量缩小制造费用的分配范围，由

全厂统一分配改为由多个“成本库”分配；于由按单一的直接

人工小时数标准分配改为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多种成本

动因进行分配；盂由于采用单元式制造，在一个单元内发生

的制造费用，理所当然地归入该单元所生产的产品，构成产

品的直接成本。于是诸如机器修理与维护、能源的耗费、原料

处理、设备折旧以及单元内管理人员工资等，这些在传统核

算方法中作为间接费用按直接人工小时进行分配的项目，在

JIT下作为直接项目计入了产品生产成本，这样既简化了核

算方法，又使得成本计算的准确性大为提高，同时还增强了

成本控制的有效性。

4援 存货计价方法的变化。传统方法下，采用先进先出法、

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计价方法对期

末存货进行核算，从而计算本期销货成本。而在 JIT 下，以“零

库存”为目标，本期的生产成本即本期购买成本，本期的主营

业务成本即本期的生产成本，所以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

等计价方法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同时，传统的对期末存

货的实地盘存制与永续盘存制也显得毫无意义。

5援 会计科目的变化。由于 JIT 以“零库存”为目标，因此会

计科目要简化，可合并设置“原材料及在产品存货”科目。材

料购进时，因不通过仓库保管而直接使用，会计分录为：借：

原材料及在产品存货；贷：银行存款。核算生产人员的工资

时，借：原材料及在产品存货；贷：应付工资。产品实际销售

时，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原材料及在产品存货。即使期末有

少量零星存货，也不至于对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6援 领料记录的变化。传统方式下，要通过入库单、领料单

记录存货的入库与出库。而在 JIT 下，材料不通过仓库保管，

可简化各种仓库记录，购进时直接记入“原材料及在产品存

货”科目，期末时再将其全部计入本期产品成本。

三、JIT对成本控制的影响

1援 对变动成本法的影响。在作业成本法下，产品成本不仅

随产量变动，而且随相关作业变动，动摇了变动成本法的基

础。特别是在 JIT下，由于实现了“零库存”的目标，产品成本

不受期初存货结转的影响，成为非累计性成本，产品成本和期

间成本趋于一致，因而这对变动成本法造成了更大的冲击，更

为重要的是，作业成本法对作业是否增值的发现功能直接决

定了 JIT功能的发挥。在这个意义上，作业成本法与 JIT结合

不仅能够解决产品成本结构和习性的改变所产生的成本计算

难题，而且能够提高效率与增强效果，消除浪费，进行有效的

成本控制。在 JIT下变动成本法的重要性日趋减弱。

2援 对寻求降低成本途径的影响。JIT下的仓库中无存货，

固定成本不会沉淀在期末存货之中，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

法的差异就会消失，因此在适时生产系统中使用这两种方法

对利润和存货价值没什么影响。但从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来

看，JIT为企业寻求降低产品成本的途径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业成本法认为，成本控制不仅要着眼于企业内部的作

业价值链，还要在企业外部的作业价值链上寻求成本控制的

对象。在企业内部作业价值链上，JIT撤销集权式的服务部门，

将服务分解到各单元，服务成本直接归属于产品，可使生产部

门的经理了解产品的真实成本，并可方便地对服务成本作适

当的控制。实施 JIT还可降低甚至消除无附加价值成本，传统

的做法是将原材料先集中保管再转移至各生产部门，而 JIT

改为单元式制造，将原材料直接送达制造单元，可降低无附加

价值成本。

3援 标准成本内容的变化。传统成本会计中的标准成本是

由财务部门会同采购、人力资源、技术及行政管理部门在对企

业生产经营的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目前已经达

到的生产技术水平制定的在正常生产经营条件下可以达到的

成本。然而，对 JIT来说，传统成本会计的这种标准成本制度

并不能有效地控制成本，原因就在于传统成本会计中有很多

在 JIT下不应计入成本的消耗，如库存费用等。

因此，在标准成本的制定问题上，首先将所有作业所发生

的成本或消耗的资源区分为附加价值的成本（即能增加最终

产品价值的作业所发生的成本）和无附加价值的成本，在此基

础上提出理想标准成本的目标。这种理想标准成本是不包含

无附加价值成本的，虽然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难以达到，但却

可以激励员工努力向这个理想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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