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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辅助生产成本分配之计划成本分配法

邹金伶员 李树战 2 王 东 圆

渊1.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凯里 556000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长沙 410004冤

一、现行计划成本分配法中存在的问题

计划成本分配法是指辅助生产车间为各车间、部门（包括

受益的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在内）提供的劳务或产品，一律按劳

务或产品的计划单位成本进行分配；辅助生产车间实际发生

的成本（包括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转入的成本在内）与按计

划单位成本分配的成本的差额，再分配给辅助生产车间以外

的各受益单位负担。

问题一，从上述概念中“辅助生产车间实际发生的成本

（包括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转入的成本在内）”可以看出，此

处为交互分配法的使用。但教材中实际并没有这样分配，因而

给人有混淆之感。

问题二，在其计算公式之二中：

某辅助生产车间实际总成本=该辅助生产车间归集的成

本（1）+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分配转来的计划成本（2）

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等式的左边是某辅助生产车间

实际总成本，即为某辅助生产车间实际应该归集的成本。

而等式的右边是该辅助生产车间归集的成本加上其他辅

助生产车间分配转来的计划成本。也就是说等式右边的（1）式

是该辅助生产车间归集实际耗用的成本，（2）式是其他辅助生

产车间分配转来的计划成本。显然，等式的右边是实际耗用的

成本加上计划成本。

笔者认为：“实际成本加计划成本”显然没有意义，并且等

式右边的实际耗用的成本加上一个计划成本怎么能等于某辅

助生产车间的实际总成本呢？

所以，笔者认为等式右边的（2）式应该为“其他辅助生产

车间分配转来的实际成本”。

A公司和 B公司原来的股东进行的股票买卖，此时的交易主

体是 A公司和 B公司的股东，并非必须通过 B公司实体的交

易，因此说企业合并突破企业主体假设条件从现实交易主体

的角度分析也是有道理的。但笔者认为从会计主体假设的角

度分析，就应该以上文分析的路径来思考合并财务报表的抵

销处理。只有这样才符合会计学的基本原理，思路会更清晰也

更合理。

（二）

下面我们结合案例说明上述分析路径在母、子公司内部

非股权交易业务处理中的具体应用。

例 2：A公司 2010年 1月 1日采用控股合并的方式以货

币资金 1 000 000元对 B公司投资，取得其 100%股权。粤公司

向 月公司销售其生产的商品 100件，其销售价格为 10 元/

件，生产成本为 5元/件，月 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假设 月 公

司并未对外销售，假设不考虑增值税的影响，要求编制抵销

分录。

上述购销业务 粤公司的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1 000；贷：

营业收入 1 000。借：营业成本 500；贷：存货 500。

上述购销业务 月公司的处理为：借：存货 1 000；贷：银行

存款 1 000。

按照上图所示的分析思路，作为合并主体的抵销分录应

该是将上述分录的借记贷，贷记借，即将 A、B 公司单独的

业务处理的分录反做为：借：营业收入 1 000；贷：银行存款

1 000。借：存货 500；贷：营业成本 500。借：银行存款 1 000；

贷：存货1 000。

将上述分录合并得到合并后形成的新经济实体的抵销分

录为：借：营业收入 1 000；贷：营业成本 500，存货 500。

上述分析过程得出的抵销分录结果与直接按照会计准则

的规定处理是一致的，我们发现基于上述思路的分析使得抵

销分录的借贷方对应关系更加清晰，合并抵销分录更易理解，

也更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同理按照上述推理过程也可

以分析其他任何内部交易业务的抵销处理，限于篇幅所限在

此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在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关于抵销分录的

处理都可以先还原单个报告主体的业务处理，再进行反向处

理，即将其借记贷，贷记借，将上述反向分录合并成一个分录，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抵销分录。相比现行会计准则中直接根据

交易的实质编制抵销分录，思路更加清晰，更能使人了解企业

会计处理的原理，在一定程度增加了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本

文通过举例验证了上述合并财务报表抵销分录的分析路

径，得出的结果和直接基于重复项目的分析所作的抵销是一

致的。另外，本文的另一处创新在于通过应用合并业务抵销处

理的路径分析，我们发现有时新股东在子公司中的权益较合

并前原股东在子公司中的权益的增加，其符合资产的定义应

该确认为一项资产———商誉，如果没有这种效应单纯的不公

平交易，就不会形成商誉。另外按照文章的分析，笔者认为目

前对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也并非是完全合理的，值得进一步

探讨。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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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现行计划成本分配法的改进

本文对计划成本分配法的计算公式做了尝试性的改进，

根据计划成本分配法的概念中“辅助生产实际发生的成本（包

括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转入的成本在内）”，所以改进后的

计算公式应为：

某辅助生产车间对外分配计划总成本=该辅助生产车间

提供的劳务总量伊该辅助生产车间计划单位成本

某辅助生产车间实际总成本=该辅助生产车间归集的成

本（1）+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分配转来的实际成本（2）原该辅助

生产车间转出的实际成本

某辅助生产车间成本差异=该辅助生产车间实际成本原

该辅助生产车间计划成本

下面举例分析：

例：庆丰工厂有供汽、运输两个辅助生产车间，2008年 6

月，供汽车间发生成本 8 900元，运输车间发生成本 13 900

元。假定运输车间计划单位成本 3.50元/吨·千米，供汽车间

计划单位成本 0.26元/立方米，辅助生产成本差异全部计入

管理费用。其供应的对象和数量如下表所示（分配率保留两位

小数）。

运输车间对外分配计划总成本=4 000伊3.5=14 000（元）

供汽车间对外分配计划总成本=35 600伊0.26=9 256（元）

供汽车间对外分配如下（按计划成本分配）：

运输车间=2 200伊0.26=572（元）

甲产品=29 800伊0.26=7 748（元）

制造费用=1 600伊0.26=416（元）

管理费用=2 000伊0.26=520（元）

合计=572+7 748+416+520=9 256（元）

运输车间对外分配如下：

供汽车间=300伊3.5=1 050（元）

制造费用=2 800伊3.5=9 800（元）

管理费用=900伊3.5=3 150（元）

合计=1 050+9 800+3 150=14 000（元）

交互分配率：

供汽=8 900衣35 600=0.25

运输=13 900衣4 000=3.48

供汽车间耗用的运输成本=300伊3.48=1 044（元）

运输车间耗用的供汽成本=2 200伊0.25=550（元）

供汽车间实际成本=8 900+1 044原550=9 394（元）

运输车间实际成本=13 900+550原1 044=13 406（元）

根据辅助生产成本分配表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1）借：辅助生产成本———运输车间 572

———供汽车间 1 050

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7 748

制造费用 10 216

管理费用 3 670

贷：辅助生产成本———运输车间 14 000

———供汽车间 9 256

（2）借：管理费用 456

贷：辅助生产成本———运输车间 594

———供汽车间 138

综上所述，上述例题供汽车间所发生的成本为 8 900元，

运输车间所发生的成本为 13 900元，但因为两辅助生产车间

又存在交互提供劳务，所以应将相互提供的实际劳务成本进

行交互分配，即将 8 900元和 13 900元换算成两辅助生产车

间实际成本，根据计划成本分配法概念中“辅助生产实际发生

的成本（包括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转入的成本在内）”，就应

该加上辅助生产车间分配转入的成本，同时辅助生产车间提

供给其他辅助生产车间的成本也应该相应剔减出来。

而计划成本分配法中在计算实际成本时只是加上了其他

辅助生产车间转入的成本而没有剔减本车间转出的成本。并

且在计算实际成本时是该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实际成本加上

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分配转来的计划成本，也就是相当于实际

发生的成本加上计划成本，笔者认为实际成本加上计划成本

无意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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