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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出要素划分

产品成本核算中的费用要素、费用界限划分和产品成本

项目问题是产品成本核算的基本问题。一般认为，产品成本核

算中费用汇集与分配的第一阶段是要素费用的汇集与分配。

我们知道，费用要素是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耗费按经济性质

或经济内容所做的分类。关于费用要素所包括的内容，从 20

世纪 80年代至今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的不同主要表现在

费用要素中是否包括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上。

笔者认为，从产品成本核算过程中第一阶段汇集与分配

的实际内容上看，汇集与分配的对象应是支出，而不是费用，

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汇集与分配的内容实际上大于费用，是全

部的支出。企业的全部支出包括产品生产成本支出和非产品

成本支出中的其他资产取得支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

费用、营业税金、损失、偿债性支出和利润分配性支出。这些支

出中的偿债性支出和利润分配性支出是不列为费用的。

《经济大辞典》（1991）对支出的解释是：支出是资财的流

出或债务的承诺（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经济事项。支出是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的方式而发生的耗

费、形成新的资产和完成有关的任务。发生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耗费形成产品的成本、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营业

税金和所得税费用等；形成的除产品成本以外的资产成本有

对外长期投资和长期待摊费用等成本；完成的任务有偿还债

务和分配利润。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耗费可分为不引起所有者

权益减少的耗费（如形成一定资产的成本）和引起所有者权

益减少的耗费（如计入当期损益的管理费用、销售产品的生产

成本等）。在产品成本核算过程中，首先对各种支出类别进行

划分的必要的。

目前一般将费用要素按经济性质划分为外购材料和燃

料、外购动力、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和其他支出。在有的教科

书上还将利息费用和税金作为要素而单独列出，还有的教科

书认为费用要素中还包括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笔者认为，从

经济性质上对支出进行分类，首先应考虑有关要素在内容上

的同一性，性质相同的支出应该归为一类；其次应考虑资产减

少或承诺债务的方式，以相关科目的减少或增加为表现形式。

基于这一认识，可将支出分为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和动力、职

工薪酬支出、固定资产折旧费支出、其他资产摊销和费用预提

支出、现金和银行存款支出等要素。职工薪酬支出是以债务的

承诺或资产的减少为条件的（可把职工薪酬支出视为资产，在

应付职工薪酬的增加与成本的增加之间，实际上省略了职工

薪酬资产的增加和减少环节）。其他资产摊销和费用预提支出

包括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和待摊费用的本期摊销支出以

及费用的本期预提支出。现金和银行存款支出形成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和短期待摊费用成本的组成部分、损

失、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的组成部分，以及用以偿还债务、预

提费用的实际支付和分配利润等。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认为：淤待摊费用的发生与摊销同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的形成与摊销具有相同的特

点，即在发生时形成资产，在摊销时则是由于资产的减少而发

生支出。因此，可以说待摊费用是资产，摊销的本月费用是本

月的支出。预提费用在预提时引起支出，在实际支付时是清偿

“债务”。于税金和利息支出是指以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支付形

式形成的管理费用、营业税金、所得税费用和财务费用等用途

性费用，不应将具有经济性质特征的支出与具有经济用途性

特征的支出相混淆。因此，应当用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减少来表

示货币资金的经济性质支出。

二、支出界限划分

费用界限划分是在产品成本核算过程中为正确计算产品

成本而进行的。关于费用界限划分的主要观点有：淤正确划分

应计入产品成本和不应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各个月份的费

用、各种产品的费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费用等。于为正确

计算企业成本，在生产费用汇集与分配过程中必须正确划分

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制造成本与期间成本、计入各月产

品成本、基本费和一般费、各种成本计算对象成本、完工产品

与在产品成本等六个方面费用的界限。盂在产品成本核算中

要正确划分合法性生产经营支出与违法性支出、正常支出与

非正常支出、对内投资经营支出与对外投资经营支出、资本性

支出与收益性支出、产品制造成本与期间成本、直接计入产品

直接成本与计入集合分配项目、各种产品成本、各个月份产品

【摘要】本文对产品成本核算中的支出要素尧支出界限划分及成本项目名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袁以期为企业更好地进

行产品成本核算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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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完工产品与期末在产品成本、各单位产品成本、一类产

品内各种产品成本等十一个方面的界限。榆正确划分生产经

营管理费用与非生产经营管理费用、生产费用与经营管理费

用、各个月份的费用、各种产品的费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

费用等五个方面的界限。虞正确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

出、产品制造成本和期间成本、各个会计期间的产品成本、不

同产品的费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费用等五个方面的界限。

愚为正确核算产品成本，保证产品成本的真实可靠，要分清本

期成本费用和下期成本费用、各种产品成本、在产品成本和产

成品成本、计入产成品成本和不应计入产成品成本等四个方

面的界限。舆正确划分应计入产品成本和不应计入产品成本、

各个会计期间成本、不同成本对象的费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

成本等四个方面的界限。余在费用汇集过程中要划清营业支

出与非营业支出、收益支出与资本支出、本期费用与跨期费

用、制造成本与期间成本、工艺过程用与车间管理用、各个成

本计算对象、产成品与在产品费用等七个方面的界限。

从以上几种观点看，大多数观点在确定产品制造成本之

后的有关费用界限划分上基本相同，主要不同是在确定产品

制造成本之前的费用界限划分上有所不同。另外，有的观点考

虑了基本费与一般费、产品直接成本与综合费用、工艺过程用

与车间管理用的费用界限划分，而有的观点则没有说明这样

的界限划分。有少数观点考虑了一类产品内各种产品成本的

界限划分，而大多数观点对此没有进行说明。

对费用界限划分实际上是对支出界限进行划分。关于支

出界限划分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在支出界

限的划分上，首先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些支出界限的划分

是在产品成本核算过程中为正确计算产品成本而进行的。其

次，支出界限的划分是从支出要素的分配开始的，依次经过辅

助生产费用、车间综合费用（即目前的制造费用）的分配和费

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分配等几个阶段顺序进行的，与

产品成本核算过程紧密相联系。再次，支出界限的划分一般应

分为按产品品种计算成本时的界限划分和按产品类别计算成

本时的界限划分两个方面，与产品的成本计算方法相联系。最

后，凡是有费用或支出的分配或分摊，就有支出界限的划分问

题。一般所说的支出界限划分应该是主要或基本的界限划分。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在产品成本核算中为保证产品

成本计算的正确性，要正确划分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界限：

淤划分合规性支出与违规性支出的界限。将各种罚款及其他

违规性支出排除在合规性支出之外，从而确定产品成本的合

法性。于划分产品成本支出与非产品成本支出的界限。非产品

成本支出包括的内容较多。对非产品成本支出也要根据支出

的不同用途进行划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或资本化成

本与费用化的界限划分是在确定资产与当期损益时要划分的

界限。盂划分本期费用与非本期费用的界限。榆划分综合要素

费用与单要素费用的界限。单要素费用计入产品的原材料、生

产人工成本项目中，综合费用是在汇集后再直接计入产品成

本的费用。虞划分各种产品的费用界限。愚划分完工产品与期

末在产品之间的成本界限。舆划分完工产品的单位成本界限。

要正确确定完工产品的数量，其中，可修复废品的产生不会减

少合格品的数量，在计算产品单位成本时不应将其扣除。余划

分各类产品及一类产品内各种产品成本的界限。在采用分类

法计算产品成本时要正确划分这两个方面的界限。除了划分

上述基本支出界限外，还要划分的其他支出界限有各辅助生

产的产品或劳务受益部门的费用界限、采用逐步综合结转分

步法时对成本还原的各成本项目的成本界限、平行结转分步

法下计算计入产成品成本份额时的产成品与期末广义在产品

之间的成本界限、废品损失单独核算时转出的废品成本与合

格品成本的界限等。

三、成本项目的名称

一般认为，产品成本项目是对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按经

济用途所做的分类，是产品成本的构成内容。1992年前后产

品成本构成内容的名称发生了一些变化。20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初，我国有关制度规定或说明的产品成本项目一般

有：淤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资及附加费、废品损失、车间经

费和企业管理费等六项。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生产工人工

资、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废品损失、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

等七项。盂原料及主要材料、燃料和动力、生产工人工资、提取

的职工福利基金、废品损失、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等七项。

从上述规定或观点看，1991年以前的产品成本项目内容和名

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对第一个成本项目有的称“原

材料”，有的称“原料及主要材料”；对第 3项或第 3、4项有的

称“工资及福利费”，有的称“生产工人工资”和“提取的职工福

利基金”。

1992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规

定：企业为生产经营商品和提供劳务等发生的支出有直接工

资、直接材料和间接费用。在 1992年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制

度中将产品的制造成本项目确定为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其他

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四个。自此以后我国的有关教科书中基

本上将产品成本项目确定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三项或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其他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四项。

也有教材将“直接人工”项目称为“直接工资”。一般也认为，企

业可以根据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增设“外部加工费”、“燃料和

动力”、“废品损失”和“自制半产品”等成本项目。不过也有教

材没有完全按制度的有关规定确定成本项目。有教材认为，一

般应设立原材料（也称直接材料）、燃料及动力、生产工资及福

利费、制造费用等成本项目。在美国的查尔斯·T.霍恩格伦、乔

治·福斯特和斯里坎特·M.达塔所著（1997）的《成本会计以管

理为重心》一书中将制造成本分为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

本和间接制造成本或制造费用三部分。近年又有人提出了一

个新观点，认为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最好将产品成本的直接材

料成本项目改为“工艺过程用材料”项目；将直接人工成本项

目改为“生产工人工资”项目，确定具有“经济用途观”的产品

成本项目由工艺过程用材料、生产工人工资和制造费用三项

所组成。

目前的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成本项目在叫法上因为有

“直接”一词，确实容易与直接计入费用或直接费用相混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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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匀哉理论简介及应用评价

员援 匀哉理论简介。联合确定基数法（匀哉理论）是我国经济

学家胡祖光教授于圆园园员年提出的，这是一个基于不对称信息

的委托代理模型，同时也是一个确定利益均衡的博弈论模型。

匀哉理论最初是为确定基数而设计的。在全面预算管理

（悦月酝）中，企业通常从每年的员员月左右开始着手制定下一年

度的经营目标，包括利润、费用、销售额等。相应地，企业需要

确定利润基数、费用基数、销售基数等。匀哉理论一般用来确

定利润基数，本文也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讨论的。

假设企业面临一个委托人和代理人（此处的委托人和代

理人既可以是自然人，比如董事会与经理；也可以是具有人格

特征的企业法人，比如企业集团中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

博弈，则联合基数确定法确定了一种博弈规则。匀哉理论的主

要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各报基数，加权平均，少报惩罚，多报

不奖，超额奖励。

“各报基数，加权平均”是指在预算编制初期，首先由委托

人和代理人各提出一个自认为合适的利润目标，然后将这两

个基数以憎（园约憎臆员）为系数进行加权平均，作为下年利润的

基数。

“少报惩罚，多报不奖”是匀哉理论的核心。少报惩罚是指

若期末代理人的实际完成数超过期初的自报数，则对少报的

部分收取比例为择圆（园约择2约员）的罚金；若实际完成数少于期初

的自报数，则不罚不奖。“超额奖励”指若期末实际完成的利润

数超过了合同承包基数，则将超过的部分按择员（园约择员约员）的比

例奖励给代理人。

为使模型有效，超额奖励系数择员、少报受罚系数择圆和加

权系数憎这三个参数之间必须满足一定的约束关系，即择员跃

择圆跃憎择员。

将匀哉理论数量化，假设委托人对利润目标的要求数为阅

（阅藻皂葬灶凿），代理人自报数为杂（杂藻造枣原燥枣枣藻则藻凿），代理人期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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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肯定了匀哉理论对全面预算理论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袁继而从考查其前提假设入手袁分析了匀哉理论在

预算管理中运用的局限性袁并对匀哉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改进遥

【关键词】匀哉理论 全面预算管理 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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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便于区别，体现成本的经济用途特征，又不与按经济性质划

分的外购材料、工资及福利费要素支出项目和按计入产品成

本的方法划分确定的直接计入费用项目相混淆，考虑各成本

项目的实际内容，可将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成本项目改称为

“原材料”和“生产人工”。将“直接材料”项目改称为“原材料”，

是因为原材料成本一词的含义是指构成产品实体和有助于产

品形成的材料及其他与生产的产品相关的其他材料的成本，

产品原材料成本的多少与产品产量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目

前从“原材料”账户转出的材料可以分为生产耗用材料和其他

方面耗用材料两部分，生产耗用材料费用形成产品的原材料

成本，其他方面耗用材料不形成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从这个意

义上看，可将目前的“原材料”账户改称为“材料”账户。将“直

接人工”项目改称为“生产人工”或“生产薪酬”，使得这一项目

既在内容上包括了生产人员的工资和其他相关薪酬，又使这

部分工资及其他相关薪酬的生产人员特性予以确定。目前成

本项目中“制造费用”的叫法也不够妥当。如果说产品成本是

制造成本，那么，产品成本就可以说是制造产品过程中发生的

费用，是制造性费用，应包括原材料、生产人工和其他费用。目

前的制造费用项目在外延上显得狭窄，没有包括原材料和生

产人工项目，名不副实。从产品成本的原材料费用和生产人工

在要素上的单一性上看，可将目前的“制造费用”项目改称为

“综合费用”或“其他费用”项目，使其在用途上耗费的综合性

特点明确化。在设置“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成本项目时，考

虑到这两个项目也是综合费用项目，因此可将原“综合费用”

项目改称为“其他费用”。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产品成本项目的名称一般可为

原材料、生产人工和综合费用或其他费用，必要时可增设燃料

和动力、自制半成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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