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进行模糊综合评价。一级综合评价：B1=W1OR1=（0.2

0.3 0.4 0.1 0.105 1），归一化处理后：B1=（0.18 0.27 0.36

0.09 0.10）。B2=W2OR2=（0.130 3 0.363 8 0.1 0.420 1 0.2），

归一化处理后：B2 =（0.11 0.30 0.08 0.35 0.16）。B3 =

W3OR3=（0.2 0.3 0.4 0.164 6 0.3），归一化处理后：B3=

（0.15 0.22 0.29 0.12 0.22）。B4=W4OR4=（0.2 0.297 0.297

0.5 0.2），归一化处理后：B4=（0.13 0.20 0.20 0.33 0.13）。

二级综合评价：

Q=WOB =（0.532 7 0.158 4 0.217 5 0.091 4）O

归一化处理后：Q1=（0.16 0.23 0.31 0.13 0.17）。

6. 评价结果。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说明，该电力企业绩

效有 16%的可能性为很好，23%的可能性为较好，31%的可能

性为一般，13%的可能性为较差，17%的可能性为很差。但该模

糊向量并不能较好地反映该企业的综合绩效，为此还需要对

所得到的模糊向量进行集化（清晰化）处理。集化的方法有

很多种，本文采取最大隶属度原则得出，该电力企业绩效应为

一般。

若预先给定的与评价集 V对应的分数集为（100 80 60

50 30），则评价结果可表示为：

Q=Q1伊（100 80 60 50 30）T=64.6

即如果采用百分制评分的话，该电力企业的绩效得分应

该为 64.6分。

与已知的评价方法相比，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

价法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价企业的绩效。该方法

结合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优点，将定性分析和

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电力企业绩效评价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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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越南（简称“中越”）所处的会计环境不同，遵循的

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不同，对成本费用的界定、确

认、计量和披露也有差别，本文通过对中越两国成本费用会计

处理的异同进行比较和分析，旨在帮助我国的会计界人士了

解和认识越南会计制度及成本费用的会计核算方法，以便更

好地为我国企业与越南企业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参考。

一、理论背景概述

越南没有专门的成本费用准则，只是在根据越南财政部

2002 年 12月 31 日第 165/2002/QD-BTC 号决定而颁布的

《01号准则———总则》中对开支进行了定义：开支是指企业的

各项支出、资产折旧或发生的各项欠款的总和，减少会计当期

的经济利益，导致所有者资本减少，但不包括分配给股东或所

有者的款项。可以看出，越南准则中所指的开支就是广义的费

用概念。同时在越南的现行会计制度中也规定生产企业的生

产费用是用现金来体现的，即在一定时期内为生产产品而投

资的全部款项。生产企业的生产费用包括工业产品的生产费

用以及其他类产品的生产费用，但不包括销售产品的销售费

用和企业管理费用。

阴窑76窑财会月刊渊综合冤 援

R4=

0.2 0.1 0 0.5 0.2

0.1 0.3 0.4 0 0.2

0 0.4 0.2 0.1 0.3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R3=

0.4 0 0.3 0.2 0.1

0.2 0.1 0 0.3 0.4

0 0.3 0.4 0 0.3

0.2 0.5 0 0.1 0.2

0.2 0.3 0.2 0 0.3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0.2

0.130 3

0.2

0.2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0.2 0.3 0.4 0.164 6 0.217 5）

0.3

0.363 8

0.3

0.297

0.4

0.1

0.4

0.297

0.1

0.420 1

0.164 6

0.5

0.105 1

0.2

0.3

0.2



根据 2006年 3月 20日越南财政部第 15/2006/QD-BTC

号决定的规定，产品的生产费用包括下列三个项目：淤直接原

材料费用；于直接人工费用；盂一般生产费用。同时规定产品

成本是以现金的形式表现的企业为生产产品所产生的耗费。

而费用包括企业在正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生产经营费用和其

他费用。生产经营费用包括：商品原价、销售费用、企业管理费

用、贷款利息、专利费等。这些费用以现金、现金等价物、存货、

机械设备折旧的形式表现。其他费用包括除企业正常经营活

动中所发生的生产经营费用以外的费用，如固定资产清理、售

让开支，合同违约的罚金等。

在我国，也没有专门的成本费用准则，费用作为会计要素

或会计报表要素之一是和收入相对应而存在的。我国在《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费用做了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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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正常经营支出，我国

是用损失概念来界定的。同时我国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对成

本费用的核算还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在《企业会计制度》中，费

用的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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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定义为：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

而发生的各种耗费。并对其应如何确认和计量给出了较为详

细的规定。

明确了两国对成本费用的界定，以下我们从成本费用的

确认、计量和披露这三个方面对中越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进

行比较。

二、中越成本费用确认的比较

1. 越南成本费用的确认。越南的《01号准则———总则》中

规定：生产经营开支和其他开支只有在它们减少未来的经济

利益，致使资产减少或应还欠款增加，并且这些开支能得到可

靠的确认时才可计入经营活动成果报表。计入经营活动成果

报表的开支应遵守收入和开支配比的原则。若间接确定预计

在多个会计期间取得的经济利益与营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有

关，那么有关的开支应在按系统或按比例分摊的基础上计入

经营活动成果报表。某项开支如果在后期不带来经济利益，那

么该项开支被立即计入当期的经营活动成果报表。确认营业

收入时，也应确认与创造该项收入有关的相应开支，包括创造

收入当期的开支和之前各期的开支或所支付的与该期收入有

关的费用。

2. 我国成本费用的确认。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费用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减少

或者负债增加、且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

以确认。因此，我国成本费用的确认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

淤与费用相关的经济利益应当很可能流出企业；于经济利益

流出企业的结果会导致资产的减少或者负债的增加；盂经济

利益的流出额能够可靠计量。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

生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应当在确认产品

销售收入、劳务收入等时，将已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

等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或者即使

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的，

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发生的交易或

者事项导致其承担了一项负债而又不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应

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3. 中越成本费用确认的简单比较。从以上内容可以看

出，成本费用的实质是资产的耗费，但并不是所有的资产耗费

都是成本费用。中越两国在确认费用时最重要的是要明确什

么样的资产耗费应确认为费用。两国在确认费用时所遵循的

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越南在准则中明确规定了收入与

费用的配比原则，而我国新修订的会计准则中已经取消了配

比原则。除了这点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在确认费用时基本

遵循以下三个标准：淤按照因果关系确认费用；于按照系统、

合理的分配方法确认费用；盂直接确认为当期费用。

在实际操作中，上述三种费用确认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

层次关系：如果费用与收入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应按因

果关系确认费用；如果费用与收入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

系，就需要采用系统、合理的分配方法来确认费用；如果费用

与收入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又无法采用某种合理的分配方

法确认费用，就应当在发生时直接确认为当期费用。

三、中越成本费用计量的比较

1. 越南成本费用的计量。根据第 15/2006/QD-BTC号

决定和《01号准则———总则》的规定，越南成本费用按实际成

本计量，越南以原价法计量各类资产，费用是资产和劳动力的

转化，生产费用中耗费的各类材料、工具、器具以原价计量，劳

动力消耗以工资的形式予以补偿。工资以实际发生额计入当

期生产费用。如果某项费用预计与多个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

和其他收入有关，那么应在按系统、合理的方法分摊的基础上

分期计入。

2. 我国成本费用的计量。在成本费用的计量和核算方

面，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当合理划分期间费用和

成本的界限，期间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成本应当计入

所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成本；并应将当期已销产品或已提

供劳务的成本转入当期的费用；商品流通企业应将当期已销

商品的进价转入当期的费用。《企业会计制度》还规定：企业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耗用的各项材料，应按实际耗用数量和账

面单价计算，计入成本费用；企业应支付职工的工资，应当根

据规定的工资标准、工时、产量记录等资料，计算职工工资，计

入成本费用；企业按规定给予职工的各种工资性质的补贴，也

应计入各工资项目；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其他各

项费用，应当以实际发生数计入成本费用；凡应当由本期负担

而尚未支出的费用，作为预提费用计入本期成本费用；凡已支

出，应当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费用，应当作为待摊费用，

分期摊入成本费用；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和

管理要求，确定适合本企业的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和成本

计算方法，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以及成本计算方法一经确

定，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更，应当根据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

或董事会，或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并在会计报

表附注中予以说明；企业的期间费用包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

和财务费用；期间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并在利润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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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项目列示；企业必须分清本期成本费用和下期成本费用

的界限，不得任意预提和摊销费用；工业企业必须分清各种产

品成本的界限，分清在产品成本和产成品成本的界限，不得任

意压低或提高在产品和产成品的成本。

3. 中越成本费用计量的简单比较。可见两国是通过所使

用或所耗用的商品或劳务的价值来计量费用的，通常采用的

费用计量标准是实际成本，即采用的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

这种计量属性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其他各项

费用应当以实际发生数计入成本费用。费用是资产的一种转

化形式，有些资产将会使几个会计期间受益，这样，对通过系

统、合理的分摊而形成的费用是以其资产取得成本的实际数

进行计量的。总之，企业是按实际成本来计量费用的，而不是

以估计成本或计划成本代替实际成本。

四、中越成本费用披露的比较

1. 越南成本费用的披露。越南在成本费用的披露方面，

主要采用表内披露方式，这些成本费用项目按前面所述主要包

括生产费用涵盖的三个项目即直接原材料费用、直接人工费

用、一般生产费用以及汇总生产费用的科目———未完成的生

产经营费用、结转完工产品的成本、代销商品和商品原价等。

“直接原材料费用”科目用来反映各种直接为产品生产服

务的主原材料及辅助原材料，应按生产所用的各种原材料进

行单独记账，期末结转入“未完成的生产经营费用”科目，因此

期末该科目没有余额，也就不会在报表上反映；“直接人工费

用”科目用来反映薪金、工资和按工人工资提取的各种款项应

计入直接生产产品工人的费用，同样应根据每种产品进行单

独记账，期末也要将该科目余额结转入“未完成的生产经营费

用”科目，因此该科目也不会在报表上反映出来；“一般生产费

用”科目是反映为与主生产经营车间或辅助生产经营车间相

关的管理和服务所使用的各项费用，该科目按月核算，月底把

发生的各项一般生产费用分摊至各种产品，即将余额结转入

“未完成的生产经营费用”科目，所以该科目同样没有期末余

额，不会在报表中反映。

而“未完成的生产经营费用”这个科目，其实是一个过渡

科目，到了期末，将属于完工产品的成本费用，转入“产成品”、

“商品”、“代销商品”等科目，而对于未完工的在产品成本费用

仍在“未完工的生产经营费用”科目中反映，在计入报表时，将

总账上“产成品”科目、“商品”科目、“代销商品”科目的借方

余额和“未完成的生产经营费用”科目借方余额进行加总，将

合计数记入“存货”科目，在会计平衡表中进行披露。而如果将

产品销售出去时，要结转销售成本，此时使用“商品原价”科

目，该科目反映本期已售商品的原价总额、产成品的生产成

本、提供劳务的直接开支、可列入或可抵减商品原价的其他开

支等，期末将该科目的贷方余额在经营活动成果报表中披露，

作为计算经营成果的减项。

同时，根据越南现行会计制度的要求，企业成本费用核算

方法确定后，至少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应保持一致，如有变动应

在财务报告说明中说明理由和由此所产生的影响。

2. 我国成本费用的披露。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

业用来反映成本费用的项目有生产成本、制造费用、主营业务

成本等，对于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一般都在期末进行结转，如

产品完工，“生产成本”科目余额转入“产成品”科目，该科目期

末将没有余额，如还存在在产品，将各项尚未完工的在产品成

本在“生产成本”科目借方反映，期末将未销售的产成品和未

完工的在产品都列入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不在利润表内

披露。而对于已销售产成品的销售成本要转为主营业务成本，

将主营业务成本直接列入利润表。

同时跟越南一样，我国要求企业根据本企业的生产经营

特点和管理要求，确定适合本企业的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

和成本计算方法。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以及成本计算方法

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更，应当根据管理权限，经股

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并在

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3. 中越成本费用披露的简单比较。通过对中越成本费用

项目的披露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国在做法上遵循

的原则是相同的，两国都要求期末对产品的成本费用进行结

转，将完工产品和未完工产品的成本费用都反映在报表中，而

且都是通过存货性质的科目加总反映，而对于销售产品的成

本两国都要求将其在利润表内反映。同时两国都要求，企业必

须根据现行的会计制度规定来确定成本核算方法，该方法一

经确定执行后，至少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应保持不变，如有变动

一定要在财务报告说明中加以解释。

五、小结

成本费用在企业生产核算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要想获得

较高的生产效益，就必须控制好成本费用, 因为企业的竞争

优势是建立在企业拥有独特的资源和在特定竞争环境中对这

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要保证企业竞争优

势的可持续性，就必须拥有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并进行有效

的管理。而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求对其成本发生进行合理

的计划、控制和评价。我们在核算成本时,要正确认识成本费

用的属性，区分成本与费用的关系，也必须正确划分收益性支

出与资本性支出的界限，以便能正确核算成本和损益。对中越

成本费用会计处理进行比较，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都对两国完善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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