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阴窑34窑

项 目

本月发生费用

约当产量

单位成本

甲半成品成本渊60件冤

直接材料

5 000

100

50

3 000

直接人工

2 000

80

25

1 500

制造费用

2 000

80

25

1 500

合计

9 000

-

100

6 000

甲半成品成本计算单一车间 单位院元

项 目

转入半成品成本渊60件冤

本月发生费用

约当产量

单位成本

甲产成品成本渊40件冤

甲半成品

6 000

60

100

4 000

直接人工

4 000

50

80

3 200

制造费用

2 000

50

40

1 600

合计

6 000

6 000

-

75

8 800

甲产成品成本计算单二车间 单位院元

综合结转分步法下成本还原方法例解

杨春景

渊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商丘 476100冤

大量、大批连续式多步骤加工企业，为了考核车间成本，

通常采用逐步结转分步法计算产品成本，其方法根据各生产

步骤间所结转的半成品成本在下一步骤产品成本明细账中的

反映方法不同，又可分为综合结转和分项结转两种。综合结转

将各生产步骤耗用的上一步骤的半成品成本，以一个合计（综

合）金额的形式转入该步骤成本计算单中的“直接材料”或专

设的“半成品”成本项目。而分项结转将各生产步骤耗用的上

一步骤的半成品成本，按照原始成本项目转入该步骤成本计

算单中的各个对应的成本项目中。

因此两者相比之下，综合结转分步法大大简化了成本结

转工作，成本计算量较小，并且从生产车间产品明细账中，可

以看出各个步骤产品所耗上一步骤半成品成本以及本步骤加

工费用的水平，有利于对各个步骤的生产成本进行管理和分

析；但是综合结转分步法不能提供按照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

产成品资料，难以从企业角度分析和考核产品的成本结构。

如果管理上要求提供成本构成资料，我们就需要对成本

项目中的“半成品”项目进行成本还原，也就是从最后一个步

骤起，把各个步骤所耗上一步骤半成品的综合成本，按照上步

骤所产这种半成品的成本情况进行还原，分解成原来的成本

项目，一直分解到第一个生产步骤，然后将各步骤相同的成本

项目数额相加，即求得按照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成本构成。通

常采用的成本还原方法有成本结构还原法和成本还原率法，

笔者通过教学和实践，发现两种还原方法其实蕴含着同一种

原理。

一、成本结构还原法

成本结构还原法是将产成品所耗用上一步骤半成品总成

本按照本月所产该半成品各成本项目所占该半成品全部成本

的百分比进行成本还原的方法。为了便于分析，现以两个加工

车间为例进行探讨。

例：某企业于 2010年 10月经过两个车间连续生产甲产

品，一车间生产甲半成品，转入二车间继续加工生产甲产品，

一车间投产甲半成品产量 100件，发生材料费用 5 000元，人

工费用 2 000元，制造费用 2 000元，加工完成甲半成品 60

件，在产品 40件，原材料生产开始一次投入，在产品完工程度

为 50%。

假设一车间生产的 60件甲半成品全部转入二车间加工，

本月发生人工费用 4 000元，制造费用 2 000元，完工甲产成

品 40件，在产品 20件，在产品完工程度为 50%。

成本结构还原法应根据一车间所产甲半成品的成本项目

的百分比进行还原。一车间所产半成品的成本结构为：

直接材料成本结构百分比=3 000衣6 000伊100%=50%

直接人工成本结构百分比=1 500衣6 000伊100%=25%

制造费用成本结构百分比=1 500衣6 000伊100%=25%

二车间所生产的产成品成本中所耗的甲半成品总成本

4 000元中含有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分别为：

直接材料=4 000伊50%=2 000（元）

直接人工=4 000伊25%=1 000（元）

制造费用=4 000伊25%=1 000（元）

可得下表：

二、成本还原率法

根据上述情况，二车间所生产的产成品成本中所耗的甲

半成品总成本 4 000元中含有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

合计

8 800

6 000

100%

0

8 800

项 目

还原前的成本

一车间所产半成品成本

甲半成品成本结构

成本还原

还原后产成品成本

甲半成品

4 000

原4 000

-

直接材料

3 000

3 000衣6 000
=50%

4 000伊50%
=2 000

2 000

直接人工

3 200

1 500

1 500衣6 000
=25%

4 000伊25%
=1 000

4 200

产品成本还原计算表 单位院元

制造费用

1 600

1 500

1 500衣6 000
=25%

4 000伊25%
=1 000

2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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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BT项目会计核算的几点看法

王 芬渊博士冤

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北京 100872冤

城市化进程加快给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迫切的

需求。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采取 BT项目模式，运

用非政府资金进行高速公路、大型场馆、港口、隧道等基础设

施建设，已经成为各地政府普遍采用的模式。企业财务人员在

实践中对 BT项目会计核算仍存在诸多疑虑。为此，我们从工

程企业的角度出发，对 BT业务流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会计

处理进行了探讨说明。

一、BT项目定义和特点

BT是指建设———移交，即由承包商承担项目工程建设，

并负责工程项目费用的融资，工程验收合格后移交给项目业

主，业主按协议向承包商分期支付工程建设费用、融资费用及

项目收益。

一般来说，BT模式涉及如下合同主体：合同授予方为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进行招标的企业，项目所有权属

于政府（或其授权机构），政府（或其授权机构）仅将项目的

融资和建设特许权转让给投资方。合同投资方为按照有关程

序取得该合同的企业，合同投资方按照规定设立项目公司进

行项目建设。项目公司除取得建造有关基础设施的权利以外，

在基础设施建造完成以后的一定期间内不提供后续经营

服务。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BT模式是 BOT模式的一种变换

形式，具有以下特点：淤政府利用的是非政府资金，即通过投

资方（即建设方）进行融资。从这点上看，它区别于政府利用自

有资金建设。于投资者在建成后不存在经营行为，而是将项目

移交给政府。从这点上看，它区别于 BOT模式。盂项目建成

移交后，政府一次性或按比例分期支付合同约定价款。从这点

上看，它给予了政府资金支持，付款延后。

二、BT项目会计核算

BT项目应按照以下原则确认收入和成本：在建期间应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的规定进行处理，

合同的其他收益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

规定进行处理。

正如前面 BT项目定义和特点分析中指出的，与一般建

造合同不同，BT合同同时具有融资和建造合同的性质，会计

处理应反映其融资的实质。在实践中，根据与政府签订的 BT

合同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了两种计算垫资成本的方法：一种

是规定了垫资利率，根据每期垫资金额计算垫资成本（即企业

的利息收入），归入将来政府应还款；另一种是没有规定垫资

利率，而是直接给出了固定合同总价（该固定合同总价中已经

包含了垫资成本）。下面按上述两种情况分别进行会计核算的

列示说明。

1. 合同中规定了垫资利率的情况。

（1）合同成本的归集：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贷：银

行存款、应付账款等。

费用为：

直接材料=4 000伊50%=2 000（元）

直接人工=4 000伊25%=1 000（元）

制造费用=4 000伊25%=1 000（元）

将上述式子进行转化如下：

直接材料=4 000伊（3 000衣6 000伊100%）=2 000（元）

直接人工=4 000伊（1 500衣6 000伊100%）=1 000（元）

制造费用=4 000伊（1 500衣6 000伊100%）=1 000（元）

再进行转化：

直接材料=4 000衣6 000伊3 000=2 000（元）

直接人工=4 000衣6 000伊1 500=1 000（元）

制造费用=4 000衣6 000伊1 500=1 000（元）

我们将上式中的“4 000衣6 000”称为成本还原率。

根据上式得出：成本还原率=本期产成品耗用上一步骤

本产品成本合计/本期生产该种半成品成本合计

还原后各个成本项目=成本还原率伊本月生产该种半成

品成本中各个成本项目

以图表形式表示为：

因此，成本还原率法其实是成本结构还原法的一种变形

计算方法，成本结构还原法浅显易懂，成本还原率法操作计算

简便。茵

合计

8 800

6 000

4 000衣6 000
=2/3

0

8 800

项 目

还原前的成本

一车间所产半成品成本

成本还原率

成本还原

还原后产成品成本

甲半成品

4 000

原4 000

-

直接材料

3 000

3 000伊2/3
=2 000

2 000

直接人工

3 200

1 500

1 500伊2/3
=1 000

4 200

产品成本还原计算表 单位院元

制造费用

1 600

1 500

1 500伊2/3
=1 000

2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