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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还原计算存在的问题及公式修正

【摘要】目前，一般是以本月完工半成品的各项费用分别乘以相同的还原分配率来进行成本还原，这种方法存在着计

算公式复杂和还原依据不准确等问题。本文认为，可以引入代数法和加权平均法对原成本还原方法加以改进和完善，并进

行了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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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本会计中，采用逐步综合结转分步法时，各步骤（第

一步骤除外）所耗半成品的成本均以“半成品”或“直接材料”

成本项目的总金额综合反映。在生产步骤较多的情况下，逐步

综合结转半成品成本会使最终的狭义完工产品成本中“半成

品”成本所占比重较大，而最后一个步骤的“直接人工”及“制

造费用”等其他加工费用在产成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非常

明显，这不符合产品成本结构的实际情况，也不便于站在整个

企业的角度来考核和分析产品成本的构成。因此，只要是综合

结转法，无论是采用实际成本还是采用计划成本综合结转，都

必须进行成本还原，而成本还原一般都是通过公式法进行。本

文在分析成本还原公式的现状后，通过实际举例对传统计算

方法进行完善。

一、目前通用的成本还原计算公式

所谓成本还原，就是将产品成本中的“自制半成品”这一

综合成本项目，逐步分解还原为所耗费的直接材料、直接人

工、其他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等原始成本项目，以恢复产品成

本的真实结构。

1. 目前的成本还原计算方法。成本还原按其计算过程不

同分为两种方法，即求成本还原系数的方法和求成本结构的

方法，分别简称为系数还原法和结构还原法；按还原的顺序分

类, 又可分为从后到前逆向还原和从前到后顺向还原两种方

法, 分别简称为逆向还原法和顺向还原法。以上两种分类方

法是交叉的，所以成本还原方法归纳起来共有四种，即：系数

逆向还原法、系数顺向还原法、结构逆向还原法和结构顺向

还原法。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其基本原理都是将下步骤产品成本

中所包含的上步骤半成品成本按本月上一步骤完工的该种半

成品成本中各成本项目占全部半成品总成本的比重还原，仅

仅由于还原的具体计算过程、方法和程序不同而形成了不同

的还原方法。

2. 成本还原的理论依据及其计算公式。

（1）成本还原的理论依据。成本还原通常是从最后一个步

骤起，把各步骤所耗用上一步骤的综合成本，逐步分解还原成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原始成本项目，从而求得按

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狭义完工产品成本资料。即：将本月产成

品所耗用的上一步骤半成品的综合成本，按照本月完工该种

半成品的成本结构进行还原，而产成品成本所耗半成品还原

后的各项费用，以本月完工半成品的各项费用分别乘以相同

的还原分配率计算求得，也就是说，产成品成本中的半成品费

用按上步骤本月完工的该半成品成本的结构还原。

（2）成本还原的计算公式。目前各种教材中通常采用的成

本还原方法都是按照还原分配率进行还原，主要有两种分配

率。

淤计算半成品各成本项目占其总成本的比例，并按此比

例进行成本还原。

还原分配率=上一步骤完工半成品成本项目的金额
上一步骤完工半成品成本合计

于计算需要还原的半成品综合成本占本月完工该种半成

品总成本的比例，并按此比例进行成本还原。

还原分配率= 需要还原的半成品综合成本
上一步骤本月所产该种半成品成本合计

计算完还原分配率后，再计算某项成本项目还原金额：

某成本项目还原额=上一步骤本月完工该种半成品的某

成本项目金额伊成本还原率

因为成本还原所采用的条件是相同的，所以以上两种方

法所得到的结果相同，仅在计算方式上有所不同。下文以第一

个公式为例进行举例分析。

3. 成本还原计算公式应用举例。

例：某企业的产品生产要经过三个步骤，原材料在第一步

骤投入，制成 18件甲半成品后直接转入第二步骤继续加工；

第二步骤制成 18件乙半成品，全部乙半成品进入乙半成品

库；第三步骤领用了 16件乙半成品进行继续加工，最后成为

丙产成品。原材料、半成品都在各车间生产开始时一次性投

入，按实际产量比例法分配费用，各车间的在产品按半数折合

约当产量分配加工费。采用综合结转分步法结转半成品成本。

各步骤的成本计算单见下页表 1、表 2、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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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生产要经过三个步骤，根据产成品的成本项目

构成，丙产成品的总成本 504元中包含了 350元的上一步骤

半成品成本、84元的本步骤直接人工费用和 70元的本步骤

制造费用。总成本为 504元的丙产成品成本中包含了 350元

的乙半成品成本，需要进行成本还原，成本还原对象就是 350

元的乙半成品成本，在还原乙半成品的成本后，再还原甲半成

品的成本。还原步骤如下：

第一步，还原乙半成品的综合成本（350元）。成本还原的

依据是本月完工的该种半成品的成本构成，即本月第二步骤

生产完工的乙半成品的综合成本 450元。

乙半成品的成本还原分配率=350衣450=0.778

350 元乙半成品中的甲半成品成本=324伊0.778=252.07

（元）

350元乙半成品中第二步骤的直接人工费用=54伊0.778=

42.01（元）

350元乙半成品中第二步骤的制造费用=72伊0.778=56.02

（元）

这样，对丙产成品所耗的 350元乙半成品的综合成本的

成本还原工作已经完成，由于其中的 42.01元的第二步骤直

接人工费用和 56.02元的第二步骤制造费用属于原始成本项

目，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还原，只需对 252.07元的甲半成

品的综合成本进行还原即可。

第二步，还原甲半成品的综合成本（252.07元）。根据前面

的计算结果，350元的乙半成品消耗 252.07元的第一步骤甲

半成品成本，而 504元的丙产成品里消耗了 350元的乙半成

品，也就意味着 504元的丙产成品里消耗了 252.07元的甲半

成品，所以甲半成品成本还原分配率计算公式中的分子为

252.07元。

甲半成品的成本还原分配率=252.07衣324=0.778

252.07 元甲半成品中第一步骤的原材料费用=162伊

0.778=126.04（元）

252.07 元甲半成品中第一步骤的直接人工费用=72伊

0.778=56.02（元）

252.07元甲半成品中第一步骤的制造费用=90伊0.778=

70.02（元）

第三步，对还原后相同的原始成本项目汇总。经过对乙半

成品和甲半成品的成本还原，将直接材料费用、直接人工费用

和制造费用分别相加，得到丙产成品的原始成本项目构成：

丙产成品的直接材料费用=126.04（元）

丙产成品的直接人工费用=84+42.01+56.02=182.03（元）

丙产成品的制造费用=70+56.02+70.02=196.04（元）

需要指出的是，以此计算的丙产成品成本合计金额为

504.11元（126.04+182.03+196.04），不等于分解前的总成本

504元，这是由计算过程中的尾差所致。

二、成本还原计算公式存在的问题

1. 计算公式复杂。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目前常用的成本

还原公式法，计算公式一般都比较繁琐，需要先求出成本还原

分配率，再逐一求出各成本项目的金额后汇总相同的成本项

目，得以计算出各原始成本项目的金额。可见，一旦成本还原

分配率计算错误，以此为依据求得的所有数据都将是错误的。

我们仍沿用上例加以简要说明。还原乙半成品的综合成

本（350元），需要先求出乙半成品的成本还原分配率，然后再

用乙半成品的成本还原分配率乘以上一步骤本月完工该种半

成品中各个成本项目的金额。以此方法进行计算，要牢牢记住

公式，可见此方法比较死板。

2. 成本还原理论依据不准确。在实际工作中，各步骤半

成品的结转往往通过半成品库收发，而且上步骤完工半成品

数量与下步骤所耗半成品数量也不一定相等；即使是相等的，

也并不意味着下一步骤本月领用的刚好就是上一步骤本月完

工入库半成品的数量和金额。

在企业生产中，产品的加工并不一定是上一步骤刚生产

出来就马上投入到下一步骤的加工中去，两个步骤之间一般

还存在半成品仓库，而在产品仓库中包含有期初的在产品以

及本期增加的在产品。显然，领用的半成品可能全部是本期验

收入库的在产品，也可能全部是期初库存的在产品，也可能两

者皆有。所以，发出半成品的单位成本，绝不是简单的本期上

步骤完工半成品的金额。而目前的成本还原计算中，我们一般

都是按照本月验收入库半成品的成本项目结构来进行的，这

显然只有在期初半成品的成本结构与本期完工入库半成品的

摘 要

期初在产品生产费用

本月发生生产费用

合 计

期末在产品生产费用

完工产品生产费用

单位成本

直接材料

18

180

198

36

162

9

直接人工

4

76

80

8

72

4

制造费用

6

94

100

10

90

5

合计

28

350

378

54

324

18

表 1 第一步骤（甲半成品）成本计算单

摘 要

期初在产品生产费用

本月发生生产费用

合 计

期末在产品生产费用

完工产品生产费用

单位成本

半成品

72

324

396

72

324

18

直接人工

8

52

60

6

54

3

制造费用

10

70

80

8

72

4

合计

90

446

536

86

450

25

表 2 第二步骤（乙半成品）成本计算单

摘 要

期初在产品生产费用

本月发生生产费用

合 计

期末在产品生产费用

完工产品生产费用

单位成本

半成品

150

400

550

200

350

25

直接人工

20

88

108

24

84

6

制造费用

15

75

90

20

70

5

合计

185

563

748

244

504

36

表 3 第三步骤（丙产成品）成本计算单

单位院元

单位院元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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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结构大致相同或者期初库存半成品数量金额接近零的情

况下才适用。若在本期完工入库半成品与期初半成品的成本

结构有着较大差异时，仍以本期完工入库半成品的成本结构

作为基准来还原领用半成品的成本，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数

据失真。

我们仍沿用上例进行简要分析。在上述计算中，并没有考

虑半成品入库的情况，因此上例中并没有应用到下文所列示

的表 4和表 5的数据。然而，恰恰是表 4和表 5中所呈现的成

本结构差别很大，如果继续用目前的成本还原理论依据，用上

一步骤本月完工该种半成品中成本项目的相关金额，即用本

期验收入库在产品的成本结构来计算，那成本还原金额将产

生较大的偏差。可见，目前的成本还原理论依据有待进一步加

以完善。

三、成本还原计算公式的完善

1. 引入代数法。本文的代数法是指根据成本还原的基本

原理，在引进若干未知数求出所包含的各半成品的成本结构

之后再进行成本还原的方法。以下对此方法进行简要介绍并

举例说明。

在进行成本还原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入W、Y、Z等未知

数（根据所耗半成品的结构设置未知数，半成品中有多少个成

本项目，就引进多少个未知数。为了便于汇总，最好对相同的

成本项目设置相同的未知数，例如，将原材料项目全部设置为

X1、X2、X3……以此类推），W代表上一步骤所耗半成品成本

项目合计，Y代表上一步骤的直接人工成本合计，Z代表上一

步骤的制造费用合计等。本文各个步骤中只有直接材料、直接

人工、制造费用三个成本项目，在企业实际成本还原的应用中

并不一定只有三项，还可能有直接燃料、直接动力等成本项

目，与之对应，在实际应用中，各步骤有 N个成本项目时设 N

个未知数即可，以此类推。

设定了对应的未知数之后，代数法下的公式可以表述如

下：

本月产成品所耗上一步骤半成品成本合计/本月完工该

种半成品成本合计=W/移本月完工该种半成品的直接材料

成本

=Y/移本月完工该种半成品的直接人工成本

=Z/移本月完工该种半成品的制造费用成本

……

=N/移本月完工该种半成品的第N个项目的成本

仍然沿用上例，首先还原乙半成品的综合成本（350元）。

根据本月上步骤完工的该种半成品的成本构成，即本月第二

步骤完工的乙半成品的综合成本 450 元的结构进行还原。假

定 350元的乙半成品的结构中甲半成品、直接人工和制造费

用分别为（W2，Y2，Z2），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连等式，即：

350
450

=
W2

324
=
Y2

54
=
Z2

72

计算得出：

W2=252 Y2=42 Z2=56

即：350元乙半成品中包含的甲半成品成本为 252元，包

含的第二步骤直接人工费用为 42元，包含的第二步骤制造费

用为 56元。

这样，对丙产成品所耗的 350元乙半成品的综合成本的

成本还原工作已完成，由于包含的第二步骤直接人工费用 42

元和制造费用 56元，本身就是原始成本项目，不需要进一步

还原，因此，只需对 252元的甲半成品的综合成本进行还原。

同理，假定 252元的甲半成品成本中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和制造费用分别为（X1，Y1，Z1），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连等

式，即：

252
324

=
X1

162
=
Y1

72
=
Z1

90

计算得出：

X1=126 Y1=56 Z1=70

即：252元的甲半成品中包含的第一步骤直接材料费用

为 126元、直接人工费用为 56元、制造费用为 70元。

经过对乙半成品和甲半成品的成本还原，将直接材料费

用、直接人工费用和制造费用分别相加，得到丙产成品的原始

成本项目构成：

丙产成品的直接材料费用=X1=126（元）

丙产成品的直接人工费用=Y1+Y2+84=56+42+84=182

（元）

丙产成品的制造费用=Z1+Z2+70=70+56+70=196（元）

2. 引入加权平均法。在实际成本下的综合结转法，半成

品通常以发出的数额和金额为计算依据，我们常用的计算成

本的方法有先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和加权平均法等，与之对

应，进行成本还原的时候也应考虑这些方法。本文以加权平均

法为例进行分析。

我们在表 1、表 2、表 3的有关资料基础上增加甲、乙两个

半成品仓库（见表 4和表 5），从表格中所列示的资料可见，由

于期初和本期验收入库半成品的成本结构差别很大，如果仍

采用目前的成本还原理论依据中的上一步骤本月完工该种半

成品的成本结构还原综合成本，则成本还原的结果显然有失

公允。

笔者认为，成本还原时采用的半成品结构应该是月初和

本月完工半成品的综合结构而非本月完工验收入库的半成品

结构，即：第一，库存半成品的加权平均成本为期初库存半成

品的成本与本期入库在产品成本的加权平均成本（公式一）；

第二，库存半成品中各成本项目的加权平均金额为期初库存

半成品的该项目金额与本期入库该项目金额的加权平均值

（公式二）。

公式一：

某步骤综合结构下的加权平均成本=（期初半成品的单

位成本伊数量+本期入库半成品的单位成本伊数量）/（期初在

产品的数量+本期入库在产品的数量）

公式二：

某步骤某项目的加权平均金额=（期初单位半成品中该

项目的金额伊数量+本期入库单位半成品中该项目的金额伊数

量）/（期初在产品的数量+本期入库在产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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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沿用表 1、表 2、表 3的资料，增加表 4和表 5的资料

后，用加权平均法进行成本还原。

表中带鄢的数据的计算过程如下（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

数）：

第一步骤甲半成品中的直接材料加权平均金额=

10伊10+18伊30
10+18

=22.86（元）

第一步骤甲半成品中的直接人工加权平均金额=

10伊40+18伊20
10+18

=27.14（元）

第一步骤甲半成品中的制造费用加权平均金额=

10伊20+18伊20
10+18

=20（元）

第一步骤甲半成品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10伊70+18伊70
10+18

=70（元）

或者：第一步骤甲半成品加权平均单位成本=22.86+27.14+

20=70

表中带鄢的数据的计算过程如下（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

数）：

第二步骤乙半成品中的甲半成品加权平均金额=

14伊80+18伊100
14+18

=91.25（元）

第二步骤乙半成品中的直接人工加权平均金额=

14伊40+18伊10
14+18

=23.13（元）

第二步骤乙半成品中的制造费用加权平均金额=

14伊30+18伊40
14+18

=35.62（元）（含尾差）

第二步骤的乙半成品加权平均单位成本=91.25+23.13+

35.62=150（元）

结合表 1 ~表 5的有关资料，根据代数法，在引进加权平

均法后进行成本还原的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还原乙半成品的综合成本（350元）。根据本月完工

的该种半成品的综合成本，即本月第二步骤生产的半成品的

综合成本 150元，利用其之间的比例关系，引入未知数。仍假

定 350元的乙半成品结构中的甲半成品、直接人工和制造费

用分别为（W2，Y2，Z2），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等式，即：

350
150

=
W2

91.25
=

Y2

23.13
=

Z2

35.62

计算得出：

W2=212.92 Y2=53.97 Z2=83.11

可见，350元乙半成品中的甲半成品成本为 212.92元，进

一步还原。根据同样的办法，假定 212.92元的甲半成品结构

中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分别为（X1，Y1，Z1），我

们可以得出一个等式，即：

212.92
70

=
X1

22.86
=

Y1

27.14
=
Z1

20

计算得出：

X1=69.53 Y1=82.55 Z1=60.83

由以上计算可知，212.92元的甲半成品中的第一步骤原

材料费用为 69.53元、直接人工费用为 82.55元、制造费用为

60.83元。

经过以上成本还原后，将直接材料费用、直接人工费用和

制造费用分别相加，得到丙产成品的原始成本项目构成：

丙产成品的直接材料费用=X1=69.53（元）

丙产成品的直接人工费用=Y1+Y2+84=82.55+53.97+

84=220.52（元）

丙产成品的制造费用=Z1+Z2+70=60.83+83.11+70=

213.94（元）

需要指出的是，以此计算的丙产成品成本合计金额为：

69.53+220.52+213.94=503.99（元），不等于分解前的总成本

504元，这是由计算过程中的尾差所致。

四、简要评析

对成本还原计算公式进行完善后，至少有以下好处：第

一，引进代数法后，不需要死记公式，使会计的工作量大大减

少，而且计算结果几乎是一步到位的，可以减小计算误差。第

二，引进加权平均法可以使成本分解的结果更加准确。在实际

工作中，各步骤半成品的结转往往通过半成品库收发，所以，

按照期初和本月完工入库半成品的加权平均结构来进行分

解，结果更加严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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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期初在产品

本期入库

领用在产品

数量

10

18

18

直接材料

10

30

22.86鄢

直接人工

40

20

27.14鄢

制造费用

20

20

20鄢

小计

70

70

70鄢

合计

700

1 260

1 260

单位成本

表 4 第一步骤（甲半成品）成本计算单 金额单位院元

摘要

期初在产品

本期入库

领用在产品

数量

14

18

16

直接材料

80

100

91.25鄢

直接人工

40

10

23.13鄢

制造费用

30

40

35.62鄢

小计

150

150

150

合计

2 100

2 700

2 400

单位成本

表 5 第二步骤（乙半成品）成本计算单 金额单位院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