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以个人实物黄金销售业务为成本归集对象，在全面成本概念下测算产品成本，并尝试按照管理需要对收

益贡献划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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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实物黄金交易的多层次收益贡献分析

一、从定性角度分析个人实物黄金交易相关成本

在全面成本概念下，个人实物黄金交易相关成本可分为

以下几种：淤销售时，总行的报价构成分行销售实物黄金的主

要实际成本。于分行定购黄金的加工费用，以定购黄金数量为

成本驱动因素。盂分摊的营业费用：该业务分摊的水电费、人

工费、经营场所折旧费等固定性质的间接费用。榆经济资本成

本。作为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上市公司，库存黄金占用的经

济资本成本应纳入财务成本范畴，这也是上市公司规范会计

核算的必然要求。虞采购占用的资金成本。集中采购、分散销

售模式下，由于黄金自身价值较大，采购资金相应占用的时间

成本金额也较大，这构成管理决策的重要成本要素。根据管理

决策的需要，可采用多种利率计算该时间成本。愚利率风险成

本。这是总行资金部规避库存黄金价格波动风险操作产生的

成本。在业务开展初期，资金部将利率风险包含在平盘价中，

分行没有单独的风险成本项目；但资金部已明确在业务成熟

后，将以分行库存黄金量为动因分配利率风险成本。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同管理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

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以上六种成本进行选择与组合。

二、现有订购规模下黄金交易采购成本模拟

某银行分行向黄金加工企业定购实物黄金 X公斤，同时

向总行资金债务部发出订单。最终双方以订单生效日 1#标

准金平均价格 a元/克（含税价）确认实物黄金采购价款。随

10%有表决权的股份，换入的乙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80万元，作为长期投资进行管理。甲公司该批生产设备的账

面原值为 100万元，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为 50万元，公允价

值为 70万元。换入的乙公司 10%股份在交换日的公允价值为

70万元。甲公司没有为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整个

交易过程中甲公司除支付补价 10万元和运杂费 1万元外，没

有发生其他相关税费。假设此项交换满足具有商业实质和换

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这两项条件。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淤换出的生产设备转入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50万元，累计折旧 50万元；贷：固定资产

100 万元。于支付补价和相关费用：借：固定资产清理 11 万

元；贷：银行存款 11万元。盂确认换入乙公司股份的成本：借：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81 万元（70+1+10）；贷：固定资产

清理 81万元。榆确认交换收益：借：固定资产清理20万元；贷：

营业外收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收益 20万元（81-61）。

（2）如果未同时满足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

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这两项条件，应当以换出

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取得的长期股权投

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涉及补价的，应当加上支付的补价或减去

收到的补价，不确认损益。对这种情况本文不再举例说明。

3. 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通过债务重组方

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为接受转入的对债

务人投资的公允价值。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获得的债务人

股份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债权人已对

债权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当先将该差额冲减减值准备，减值准

备不足以冲减的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例 6：2006年 7月 10日，甲公司销售一批材料给乙公司，

同时收到乙公司签发并承兑的一张面值为 100 000元、年利

率为 7%、6个月到期还本付息的票据。2007年 1月 10日，乙

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无法兑现票据。经双方协议，乙公司以其

普通股抵偿该票据。乙公司用于抵债的普通股为 10 000股，

股票市价为每股 9.6元。假定印花税税率为 1%，已支付，不考

虑其他税费。甲公司已对该应收票据计提 3 000元的坏账准备。

甲公司取得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为：10 000伊9.6伊（1+1%）=96 960（元）。甲公司发生的债务重

组损失为：100 000伊（1+7%/2）- 10 000伊9.6-3000 = 4 500

（元）。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借：长期股权投资 96 960元，

坏账准备 3 000元，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 4 500元；

贷：应收票据 103 500元，银行存款 9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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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将对某银行分行首次购进个人实物黄金成本进行简单

测算。测算前，假设该批黄金的销售进度为匀速，销售周期为

8个月，总行支付的实物黄金价款（含税价）为 6 108 800元。

个人实物黄金销售包含实物流转环节，涉及增值税，在抵

扣方式下，银行只承担销售周期中增值税进项税额部分形成

的时间成本。

1. 占用资金成本=6 108 800伊2.61%衣2伊8衣12=53 146.56

（元）。每多增加一个月，边际资金成本为 6 643.32元。

2. 摊销加工费。黄金采购的全部价款划分为三个部分，

即实物黄金原料款、加工费和包装物价格。加工费总金额为

35 010.22 元，实际需要分摊的加工费金额为：35 010.22衣

1.17越29 923.26（元）。

3. 个人实物黄金销售定价采用成本加价法，故可忽略成

本和售价，直接获取产品销售层次收益贡献=加价金额衣1.17。

假设该批黄金整体价格上浮金额为 648 000元，则该批黄金

的产品销售层次贡献为：648 000衣1.17越553 846.15（元）。

4. 库存实物黄金占用经济资本要求的回报。根据银行

现有经济资本分配系数表，按库存物资 8豫的比例分配实物黄

金的经济资本占用，该批黄金的经济资本成本为：（6 108 800+

35 010.22）伊8豫伊0.11伊8衣12伊1衣2越18 021.84（元）。

5. 实物黄金总行售出平盘价格的确定。具体销售时，分

行与总行实际结算的平盘价格即具体每笔交易的实际交易成

本（业务初期包含利率风险成本在内）。

6. 分摊营业费用。因为黄金价格波动范围很大，不同采

购时点下，该批次规模的黄金采购价款差额可能高达 120万

元。再加上黄金采购、销售实时平盘的特征，比起按照黄金价

值，以黄金重量作为分配动因更为合理。据此，该批黄金分摊

的经营费用为 40 000元。

三、个人实物黄金交易多层次的收益贡献计算

1. 会计成本概念下的收益贡献计算。

（1）产品销售层次收益贡献。承上例，得到此次采购

X公斤黄金的产品销售层次收益贡献为：648 000衣1.17越

553 846.15（元）。

（2）订单层面收益贡献（扣除加工费）为：553 846.15-

0.75伊40 000越523 846.15（元）。产品层面的毛利率为：

523 846.15衣6 108 800越8.58豫。

（3）设施层面收益贡献（扣除分摊营业费用）为：523 846.15-

40 000越483 846.15（元）。

（4）税前利润为：483 846.15元。

（5）所得税为：483 846.15伊33豫越159 669.23（元）。

（6）税后利润为：324 176.92元。在会计成本概念下，该产

品的实际收益贡献率为：324 176.92衣6 108 800越5.31豫。

2. 财务成本概念下的收益贡献。财务成本概念是在会计

成本包含内容的基础上，将资金实际取得成本（债务人要求的

回报率）和占用资本金成本（股东要求的基本回报率）的补偿

考虑在内，充分考虑资金来源方的收益需求，在保证企业良性

循环的条件下，得到该产品对企业的真正增值贡献度。我们认

为，财务成本概念下的收益贡献对企业管理者做出相关决策

具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占用资金成本为 53 146.56元，经济

资本成本为 18 021.84元。财务成本概念下，真正创造的价值即

经济增加值为：324 176.92-53 146.56-18 021.84越253 008.52

（元），此时该产品的实际收益贡献率为：253 008.52衣6 108 800越

4.14豫。

四、从成本动因考虑优化多层次收益贡献

根据成本动因重新划分收益贡献层次，具体如下。

1. 将加工费并入产品收益贡献层次。多步骤计算个人实

物黄金交易收益贡献时，将收益贡献计算划分为产品层次收

益贡献、订单层次收益贡献和设施层次收益贡献。根据此次黄

金加工企业提供的发票明细项目，加工费的驱动因素是采购

数量，而非下订单的次数。因此，从成本动因同质性来看，在个

人实物黄金交易中，上文计算的产品层次收益贡献和订单层

次收益贡献可以合并为产品层次收益贡献。

2. 分解设施层次收益贡献。设施层次收益贡献是在产品

层次收益贡献的基础上减去按照一定比率分摊的经营费用得

来。银行经营费用主要由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业务管理费

和税金构成。在银行现有成本核算体系中，工资划分为中长期

工工资和短期工工资两类；福利费按照福利费的构成项目划

分为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等明细项目；

折旧则按照折旧资产种类划分为房地产、装修、计算机、租入

固定资产装修、安防设备、办公设备等。出于会计真实性和核

算方便的需要，这样的科目设置有其合理性。但是，从管理相

关性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工资及福利费和折旧费进

行重新组合和分类。

从大的方向上看，可以根据成本消耗对价值贡献不同方

式，将目前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的合计数划分为两大类：直

接作用于客户，或成本消耗直接增加客户价值的成本为客户

层面成本；间接作用于客户，成本消耗为维持银行健全运作的

需要，间接作用于客户价值提升的成本为基础维持层面成本。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按照人员结构将前台业务部门人员

的工资及福利费计入客户层面成本，后台支持性部门人员的

工资及福利费计入基础维持层面成本；按照资产的具体用途，

将相应资产的折旧费分别计入此两类成本。

如此，收益贡献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产品层次收益贡

献，客户层次收益贡献，基础维持层次收益贡献。销售产品的

毛利用于覆盖客户成本和设施成本。

3. 从银行财务管理的角度看待划分收益贡献层次的意

义。至此，我们跳出单一产品财务筹划的范畴，从银行财务管

理的需要出发，正确划分收益贡献层次可以为检验银行财务

资源配置效率和前后台资源分配合理化程度提供定量数据，

从而提高财务管理精细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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