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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产品成本计算

近年考试分值表如下：

年度题型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试卷Ⅰ 试卷Ⅱ 试卷Ⅰ 试卷Ⅱ 试卷Ⅰ 试卷Ⅱ

单项选择题 1题1.5分 1题1.5分

多项选择题 1题2分 1题2分 1题2分 1题2分

计算分析题 1题6分 1题6分 1题8分 1题8分 1题8分

综合题

合 计 2题8分 2题8分 2题9.5分 1题1.5分 2题10分 2题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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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产品成本分类与变动成本法

第二节 产品成本的归集和分配

第三节 产品成本计算的品种法

第四节 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批法

第五节 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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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产品成本分类与变动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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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分类

1. 制造成本与非制造成本

制造成本

包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三项。

（1）直接材料成本是指能够直接追溯到每个产品，并构成产品

实体的材料成本。

（2）直接人工成本是指能够直接追溯到每个产品上的人工成本，

包括直接参与生产产品的员工的工资、福利。

（3）制造费用是指除直接材料成本和直接人工成本以外的所有

制造成本，包括间接材料成本、间接人工成本和其他制造费用。

非制造成本 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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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企业在生产中为生产工人发放安全头盔所产生的费

用，应计入（ ）。（2016年）

A. 直接材料

B. 管理费用

C. 直接人工

D. 制造费用

【答案】D

【解析】生产工人发生的费用应该计入制造费用，所以选项D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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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成本与期间成本

依据费用的发生与产品的关系可将费用划分为产品成本和期间成本。

产品成本
与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的成本，包括产品生产中所耗用的直接材
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等。

期间成本
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与该会计期间的销售、经营和管理等活
动相关的成本，例如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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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多选题】在制造成本法下，以下各项支出中，可以计入产品成本的

有（ ）。（2006年）

A. 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工资

B. 因操作不当造成的废品净损失

C. 存货跌价损失

D. 行政管理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

【答案】AB

【解析】本题的主要考核点是全部成本计算制度（即制造成本法）下产品

成本的构成内容。在制造成本法下，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因操作不当

造成的废品净损失可以计入产品成本，存货跌价损失计入资产减值损失；行

政管理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应计入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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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产品成本按其计入成本对象的方式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提示】当一项费用很难在一种产品中计算出应分担的份额，另外，单独

计量某项费用的成本较高时，我们就称为“不能用经济合理的方式追溯”。

例如：完全可以把润滑油的成本单独计量追溯到个别产品成本中，但是由于

单独计量的成本较高，而其本身的数额又不大，更准确的分配实际意义有限

，不如将其列入间接制造费用，统一分配更经济。

直接成本 与成本对象直接相关的，可以用经济合理方式追溯到成本
对象的那一部分成本。

间接成本 指与成本对象相关联的成本中不能用一种经济合理的方式
追溯到成本对象，不适宜直接计入。



注会︱财管

第十三章产品成本计算

【例题·单选题】间接成本是指与成本对象相关联的成本中（ ）。

A. 不能追溯到成本对象的那一部分产品成本

B. 不能用一种经济合理的方式追溯到成本对象的那一部分产品成本

C. 可以直接追溯到成本对象的那一部分成本

D. 可以用经济合理的方式追溯到成本对象的那一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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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间接成本是指与成本对象相关联的成本中不能用一种经济合理的

方式追溯到成本对象的那一部分产品成本。这里的关键词是“不能用经济合

理的方式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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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动成本法

（一）含义

也称直接成本法、边际成本法。在此方法下，产品成本只包括直接

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即变动生产成本，变动生产成本随

生产量的变化呈正比例变化。

【提示】固定制造费用和非制造成本全部作为期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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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单选题】如果企业采用变动成本法核算产品成本，产品成本的计算范

围是(    )。（2011年）

A.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B.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间接制造费用

C.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

D.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变动管理及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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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变动成本法核算产品成本，产品成本的计算范围只包括变

动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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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完全成本法的区别

完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

成本基本区分 制造成本与非制造成本 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

产品成本内容
全部制造成本
(包括固定和变动)

制造成本中的变动部分，包括直
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
用。

期间费用的内容
全部非制造成本（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制造成本中的固定成本(固定制造
费用)和全部非制造成本。

存货估价
在产品和产成品存货中既有
变动制造成本也含有固定生
产成本。

在产品和产成品存货中只有变动
制造成本，存货计价低于完全成
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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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计算题】某企业最近3年新生产一种产品，销售单价为10元

，单位变动生产成本为4元，固定生产成本为24000元/年。最近连续3

年的销售量均为6000件，产量分别为6000件、8000件和4000件。销

售和管理费用为5000元/年。

要求分别用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计算：

（1）各年的单位产品成本；

（2）存货采用先进先出法计价，计算各年的期末存货成本及各年的

销售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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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完全成本法下单位产品成本

＝单位变动生产成本＋固定制造成本/产品产量

第一年产品单位成本＝4＋(24000÷6000)＝4＋4＝8(元)

第二年产品单位成本＝4＋(24000÷8000)＝4＋3＝7(元)

第三年产品单位成本＝4＋(24000÷4000)＝4＋6＝10(元)

变动成本法下单位产品成本＝单位变动生产成本

第一年产品单位成本＝4(元)

第二年产品单位成本＝4(元)

第三年产品单位成本＝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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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全成本法

项目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合计

销售收入 60000 60000 60000 180000

销售成本 48000 42000
2000×7+4000×10=5

4000
144000

期间费用 5000 5000 5000 15000

营业利润 7000 13000 1000 21000

期末存货成本 0 1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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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成本法

【提示】完全成本法下确定的利润受产成品存货变动的影响，往往

出现每年销售量相同，但利润却明显不同。甚至出现销售多而利润少

，或者销售少反而利润多的现象。

项目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合计

销售收入 60000 60000 60000 180000

销售成本 24000 24000 24000 72000

期间费用 29000 29000 29000 87000

销售利润 7000 7000 7000 21000

期末存货成本 0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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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动成本法的作用

1. 消除了在完全成本法下，销售不变但可通过增加生产、调节库存来调节

利润的问题，可以使企业内部管理者更加注重销售，更加注重市场；

2. 能够揭示利润和业务量之间的正常关系；

3. 便于分清各部门经济责任，有利于进行成本控制和业绩评价；

4. 可以简化成本计算，便于加强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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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制造业成本的计算

财政部财会[2013]17号文颁布了新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

行）》，新制度统一适用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产品成本核算，涵盖

了除金融保险业以外的制造业、农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

文化业以及其他行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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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多选题】财政部财会[2013]17号文颁布了新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

度（试行）》适用于下列哪些行业的成本核算（ ）。

A. 金融保险业

B. 制造业

C. 采矿业

D. 文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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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多选题】财政部财会[2013]17号文颁布了新的《企业产品成

本核算制度（试行）》适用于下列哪些行业的成本核算（ ）。

A. 金融保险业

B. 制造业

C. 采矿业

D. 文化业

【答案】BCD

【解析】财政部财会[2013]17号文颁布了新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

制度（试行）》统一适用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产品成本核算，新制

度具备广泛适用性，涵盖了除金融保险业以外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在进行成本核算时均可参照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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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品成本的归集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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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通用分配公式：

间接费用分配率=待分配的间接费用/各个分配对象的分配标准合计

某分配对象应分配的间接费用=间接费用分配率*某分配对象的分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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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1】某生产车间实际领用某种原材料2106千克，单价20元，

原材料费用合计42120元，投产甲产品400件，乙产品300件。甲产品

消耗定额1.2千克，乙产品消耗定额1.1千克。

【补充要求】按照各产品的定额消耗量为分配标准分配材料成本.

【解析】

分配率=42120/（400×1.2+300×1.1）=42120/（480+330）

=52（元/千克）

应分配的材料费用：

甲产品：52×480=24960（元）

乙产品：52×330=17160（元）

合计：42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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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3】假设某基本生产车间甲产品生产工时为56000小时，乙

产品生产工时为32000小时，本月发生制造费用36080元。

【要求】按生产工时比例在甲、乙产品之间分配制造费用。

【解析】

制造费用分配率=36080/（56000+32000）=0.41（元/小时）

甲产品制造费用=56000×0.41=22960（元）

乙产品制造费用=32000×0.41=13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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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主要方法：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

1. 直接分配法

特点
不考虑辅助生产内部相互提供的劳务量，直接将各辅助生产车

间发生的费用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各个受益单位或产品。

计算
公式

辅助生产的单位成本=辅助生产费用总额/（辅助生产提供劳务

总量-对其他辅助部门提供的劳务量）各受益车间、产品或各部

门应分配的费用=辅助生产的单位成本×该车间、产品或部门的

耗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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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优缺点
及适用
范围

采用直接分配法，由于各辅助生产费用只是对外分配，计算工作

简便。当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量差异较大时，分配

结果往往与实际不符，因此，这种分配方法只适宜在辅助生产内

部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不多、不进行费用的交互分配对辅助生产

成本和产品制造成本影响不大的情况下采用。

辅助部门---按对外供应劳务分配---辅助生产车间以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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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互分配法

特
点

进行两次分配。

（1）在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一次交互分配；

（2）将各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后的实际费用，对辅助生产车间以外

的各受益单位进行分配。

计
算
公
式

（1）对内交互分配率=辅助生产费用总额/辅助生产提供的总产品或劳

务总量

（2）对外分配率=（交互分配前的成本费用+交互分配转入的成本费

用-交互分配转出的成本费用）/对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其他部门提供的

产品或劳务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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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提示】交互分配后的费用=交互分配前的成本费用+交互分配转入的
成本费用-交互分配转出的成本费用

优缺点

采用交互分配法，辅助生产内部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全都进行了交互

分配，从而提高了分配结果的正确性。但各辅助生产费用要计算两个

单位成本（费用分配率），进行两次分配，因而增加了计算工作量。

A辅助部门

B辅助部门

①按供应
劳务总量
交互分配

辅助生
产车间
以外的
单位

②按对外供应劳务量分配交
互分配后的费用

②按对外供应劳务量分配交
互分配后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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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4】某企业设有供电和锅炉两个辅助生产车间，这两个车间

的辅助生产明细账所归集的费用分别是：供电车间89000元、锅炉车

间21000元；供电车间为生产甲乙产品、各车间管理部门和企业行政

管理部门提供362000度电，其中锅炉车间耗电6000度；锅炉车间为

生产甲乙产品、各车间及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提供5370吨热力蒸汽，其

中供电车间耗用120吨。采用直接分配法分配此项费用，并编制“辅助

生产费用分配表”，如表13-4所示。

根据“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编制会计分录，将锅炉车间及供电车

间的费用分配记入有关科目及所属明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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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条件

用电部门 甲产品 乙产品
制造费用

（基本车间）
管理
费用

锅炉 合计

耗用量
（度）

220000 130000 4200 1800 6000 362000

用蒸汽部门 甲产品 乙产品
制造费用

（基本车间）
管理
费用

供电 合计

耗用量
（吨）

3000 2200 30 20 120 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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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4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直接分配法）

20×0年5月 单位:元

借方科目
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基本车间）
管理
费用

合计
甲产品 乙产品 小计

供电
车间

耗用量
（度）

220000 130000 350000 4200 1800 356000

分配率 0.25

金额 55000 32500 87500 1050 450 89000

锅炉
车间

耗用量
（吨）

3000 2200 5200 30 20 5250

分配率 4

金额 12000 8800 20800 120 80 21000

金额合计 67000 41300 108300 1170 530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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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67000

——乙产品 41300

制造费用——基本生产车间 1170

管理费用 530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供电车间 89000

——锅炉车间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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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5】沿用【例13-4】资料，采用交互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

用，并编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如表13-5所示。

补充条件

用电部门 甲产品 乙产品
制造费用

（基本车间）
管理费用 锅炉 合计

耗用量
（度）

220000 130000 4200 1800 6000 362000

用蒸汽部
门

甲产品 乙产品
制造费用

（基本车间）
管理费用 供电 合计

耗用量
（吨）

3000 2200 30 20 120 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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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5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交互分配法）

20×0年5月 单位：元

项目

供电车间 锅炉车间

合计耗用量
（度）

单位
成本

分配金额
耗用量
（吨）

单位
成本

分配金额

待分配费用
36200

0
0.2459 89000 5370 3.9106 21000

11000
0

交
互
分
配

辅助生
产-供电

469.27 -120 -469.27

辅助生
产-锅炉

-6000 -1475.14 14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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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供电车间 锅炉车间

合计耗用量
（度）

单位成
本

分配金额
耗用量
（吨）

单位成
本

分配金额

对外分配辅
助生产费用

356000 0.2472 87994.14 5250 4.1916 22005.86 110000

对
外
分
配

基本生
产-甲
产品

220000 54378.40 3000 12574.78 66953.18

基本生
产-乙
产品

130000 32132.69 2200 9221.51 41354.20

制造费
用

4200 1038.13 30 125.75 1163.88

管理费
用

1800 444.91 20 83.83 528.75

合计 356000 87994.14 5250 22005.86 110000



注会︱财管

第十三章产品成本计算

根据表13-5编制以下分录：

（1）交互分配。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 469.27

——锅炉车间 1475.14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锅炉车间 469.27

——供电车间 1475.14



注会︱财管

第十三章产品成本计算

（2）对外分配。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66953.18

——乙产品 41354.20

制造费用——基本车间 1163.88

管理费用 528.75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 87994.14

——锅炉车间 220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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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多选题】甲公司有供电、燃气两个辅助生产车间，公司采用交互分

配法分配辅助生产成本。本月供电车间供电20万度，成本费用为10万元，其

中燃气车间耗用1万度电；燃气车间供气10万吨，成本费用为20万元，其中供

电车间耗用0.5万吨燃气。下列计算中，正确的有（ ）。（2012年）

A. 供电车间分配给燃气车间的成本费用为0.5万元

B. 燃气车间分配给供电车间的成本费用为1万元

C. 供电车间对外分配的成本费用为9.5万元

D. 燃气车间对外分配的成本费用为1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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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BD

【解析】

供电车间分配给燃气车间的成本=10/20×1=0.5万元，A正确

燃气车间分配给供电车间的成本=20/10×0.5=1万元，B正确

供电车间对外分配的成本=10-0.5+1=10.5万元，C不正确

燃气车间对外分配的成本 = 20–1+0.5=19.5万元，D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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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计算题】 甲公司有锅炉和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分别为基本生产车

间和行政管理部门提供蒸汽和电力，两个辅助生产车间之间也相互提供产品，

2013年9月份的辅助生产及耗用情况如下：

（1）辅助生产情况

项目 锅炉车间 供电车间

生产费用 60000元 100000元

生产数量 15000吨 2000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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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部门耗用辅助生产产品情况

耗用部门 锅炉车间 供电车间

辅助生产车间
锅炉车间 75000度

供电车间 2500吨

基本生产车间 12000吨 100000度

行政管理部门 500吨 25000度

要求：（1）分别采用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对辅助生产费用进行分配

（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用列出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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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直接分配法） 单位： 元

项目 锅炉车间 供电车间 合计

待分配费用

分配
基本生产成本

管理费用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交互分配法） 单位： 元

项目 锅炉车间 供电车间 合计

待分配费用

分配
基本生产成本

管理费用

（2）说明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各自的优缺点，并指出甲公司适

合采用哪种方法对辅助生产费用进行分配。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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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直接分配法）单位： 元

项目 锅炉车间 供电车间 合计

待分配费用 60000 100000 160000

分配
基本生产成本 57600 80000 137600

管理费用 2400 20000 22400

解析：锅炉车间蒸汽分配率=60000/（15000-2500）=4.8元/吨

基本生产成本分配蒸汽成本=4.8×12000=57600（元）

管理费用分配蒸汽成本=4.8×500=2400（元）

供电车间电力分配率=100000/（200000-75000）=0.8（元/度）

基本生产成本分配电力成本=0.8×100000=80000（元）

管理费用分配电力成本=0.8×25000=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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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交互分配法） 单位： 元

项目 锅炉车间 供电车间 合计

对外分配辅助
生产费用

60000+37500-
10000=87500

100000+10000-
37500=72500

160000

分
配

基本生产
成本

84000 58000 142000

管理费用 3500 14500 18000

解析：第一次分配:

锅炉车间蒸汽分配率=60000/15000=4（元/吨）

供电车间电力分配率=100000/200000=0.5元/度

锅炉车间分配给供电车间的蒸汽成本=4×2500=10000（元）

供电车间分配给锅炉车间的电力成本=0.5×75000=3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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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分配：

锅炉车间蒸汽分配率=（60000+37500-10000）/（15000-2500）=7

元/吨

基本生产成本分配蒸汽成本=7×12000=84000（元）

管理费用分配蒸汽成本=7×500=3500（元）

供电车间电力分配率=（100000+10000-37500）/（200000-75000）

=0.58元/度

基本生产成本分配电力成本=0.58×100000=58000（元）

管理费用分配电力成本=0.58×25000=14500</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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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成本分配

（一）分配原理

基本公式
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发生生产费用=本月完工产

品成本+月末在产品成本

【提示】公式前两项之和为待分配费用，待分配费用在完工产品与

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有两类方法：一是“倒挤法”，即先确定月末在

产品成本，再用待分配费用减月末在产品成本得出完工产品的成本；

二是“分配法”，即将待分配费用按一定比例在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

品之间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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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配方法（六种）

1.倒挤法（本月完工产品成本=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发生生产费用-月

末在产品成本）

方法1 适用范围 完工在产的划分

不计算在产
品成本

月末在产品数量很
小的情况

月末在产品成本=0

本月完工产品成本=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

方法2 适用范围 完工在产的划分

在产品成本
按年初数固
定计算

月末在产品数量很
小，或者在产品数
量虽大但各月之间
在产品数量变动不
大的情况。

月末在产品成本=年初固定数【提示】年终时，
根据实地盘点的在产品数量，重新调整计算在
产品成本，以避免在产品成本与实际出入过大，
影响成本计算的正确性。

本月完工产品成本=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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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3 适用范围 完工在产的划分

在产品
成本按
定额成
本计算

月末在产品数
量变动较小，
有比较准确的
定额资料。

月末在产品成本=月末在产品数量×在产品定额单位
成本

本月完工产品成本=（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发生的
生产费用）-月末在产品成本
【提示】实际脱离定额的差异完全由完工产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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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配方法

统一公式

待分配费用

本月完工产品成本=分配率x完工产品分配标准

分配率=
完工产品分配标准+月末在产品分配标准

月末完工产品成本=分配率x月末在产品分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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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当产量法

计算公式

月末在产品约当产量=月末在产品数量×完工程度分配率（单位成

本）=（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发生费用）÷（产成品产量+月末在

产品约当产量）产成品成本=分配率×产成品产量月末在产品成本

=分配率×月末在产品约当产量

完工程度

的计算

分配工资、福利费和制造费用完工程度（累计工时法）：

（1）通常假定处于某工序的在产品只完成本工序的一半：某道工

序完工程度=（前面各道工序工时定额之和+本道工序工时定额

×50%）÷产品工时定额×100%

（2）如果考试特指了在产品所处工序的完工程度时，则：某道工

序完工程度=（前面各道工序工时定额之和+本道工序工时定额×

本道工序平均完工程度）÷产品工时定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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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甲公司生产某种产品，需2道工序加工完成，公

司不分步计算产品成本。该产品的定额工时为100小时，其中第1道

工序的定额工时为20小时，第2道工序的定额工时为80小时。月末

盘点时，第1道工序的在产品数量为100件，第2道工序的在产品数

量为200件。如果各工序在产品的完工程度均按50%计算，月末在

产品的约当产量为（ ）件。（2014年）

A. 90       B. 120       C. 130      D. 150

【答案】C

【解析】月末在产品约当产量

=100×（20×50%/100）+200×［（20+80×50%）/100］

=13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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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例题•单选题】甲公司生产某种产品，需2道工序加工完成，公

司不分步计算产品成本。该产品的定额工时为100小时，其中第1道工序

的定额工时为20小时，第2道工序的定额工时为80小时。月末盘点时，第

1道工序的在产品数量为100件，完工度为60% ，第2道工序的在产品数

量为200件，完工度为40% 。月末在产品的约当产量为（ ）件。

A. 90       B. 120       C. 130     D. 116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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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程度的
计算

分配原材料完工程度

（1）若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在产品无论完工程度如何，

都应和完工产品同样负担材料，即原材料完工程度为100%。

（2）若原材料陆续投入：

① 分工序投入，但在每一道工序开始时一次投入某工序在产品完工

程度=本工序累积材料消耗定额÷产品材料消耗定额×100%

② 分工序投入，但每一道工序随加工进度陆续投入某工序在产品完

工程度=（前面各工序累积材料消耗定额+本工序材料消耗定额

×50%）÷产品材料消耗定额×100%

适用条件
月末在产品数量变动较大，原材料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不大。



注会︱财管

第十三章产品成本计算

【例13—8】假如甲产品本月完工产品产量600件，在产品100件，完工程

度按平均50％计算；原材料在开始时一次投入，其他费用按约当产量比例分

配。甲产品本月月初在产品和本月耗用直接材料费用共计70700元。直接人

工费用39650元，燃料动力费用85475元，制造费用29250元。

直接
材料

直接人工 燃料和动力费用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本月发生费用
合计

70700 39650 85475 29250 225075

分配率

完工产品（600件）

月末在产品
（100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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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燃料和动力

费用
制造
费用

合计

月初+本月发生费用
合计

70700 39650 85475 29250 225075

分配率 101 61 131.5 45 338.5

完工产品（600件） 60600 36600 78900 27000 203100

月末在产品
（100件，50%）

10100 3050 6575 2250 2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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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定额比例法

计算公式

分配率=（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发生费用）/（完工产品定额+月末在

产品定额）

完工产品应分配的成本=完工产品定额×分配率

月末在产品应分配的成本=月末再产品定额×分配率

适用条件 月末在产品数量变动较大，有比较准确的定额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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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完工和在产的划分方法中使实际成本脱离定额的差异

完全由完工产品负担的是（ ）。

A. 约当产量法

B. 定额比例法

C. 在产品成本按定额成本计算

D. 在产品成本按其所耗用的原材料费用计算

E. 在产品成本按年初数固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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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在产品成本按定额成本计算时，将月初在产品成本加上本月发生费

用，减去月末在产品的定额成本，就可算出产成品的总成本了。由此可知，实

际成本脱离定额的差异会完全由完工产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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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计算题】资料：B企业每月月末进行在产品的盘点，产成品和月

末在产品之间分配费用的方法采用定额比例法；材料费用按定额材料费用

比例分配，其他费用按定额工时比例分配。

定额资料见定额汇总表，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数据已记入成本计算单。

定额汇总表 单位：元

项目

月初在产品 本月投入 产成品 月末在产品

材料
费用

工时
（小时）

材料费
用

工时
（小时）

单件材
料定额

单件工
时定额

产量
（件）

材料费
总定额

工时总
定额

材料
费用

工时
（小时）

第一
车间

5000 200 18000 1100 100 6 200 20000 1200 280
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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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车间：成本计算单 单位：元

项目 产量
直接材
料定额

直接材料
费用

定额工时
（小时）

直接人工
费用

制造费
用

合计

月初
在产品

5500 200 600 6300

本月
费用

19580 4778 7391 31749

合计 25080 4978 7991 38049

分配率

产成品

月末
在产品

要求：计算填列“第一车间成本计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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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第一车间：甲成本计算单 单位：元

项目
产
量

直接材
料定额

直接材料费用
定额工时
（小时）

直接人工
费用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
在产品

5000 5500 200 200 600 6300

本月
费用

18000 19580 1100 4778 7391 31749

合计 23000 25080 1300 4978 7991 38049

分配率
25080÷

（20000+2800）
=1.10

4978÷
（1200+11
0）=3.80

799÷
（1200+110）

=6.10

产成品 200 20000 22000 1200 4560 7320 33880

月末
在产品

2800 3080 110 418 671 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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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例题•计算题】资料：B企业每月月末不进行在产品的盘点，

产成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费用的方法采用定额比例法；材料费用按

定额材料费用比例分配，其他费用按定额工时比例分配。定额资料见定

额汇总表，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数据已记入成本计算单。

定额汇总表 单位：元

项目

月初在产品 本月投入 产成品

材料
费用

工时
（小时）

材料
费用

工时
（小时）

单件材料
定额

单件工
时定额

产量
（件）

材料费
总定额

工时总
定额

第一
车间

5000 200 18000 1100 100 6 200 200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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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车间：成本计算单 单位：元

项目 产量
直接材料

定额
直接材料

费用
定额工时
（小时）

直接人工
费用

制造
费用

合计

月初
在产品

5500 200 600 6300

本月
费用

19580 4778 7391 31749

合计 25080 4978 7991 38049

分配率

产成品

月末
在产品

要求：计算填列“第一车间成本计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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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第一车间：甲成本计算单 单位：元

项目 产量
直接

材料定额
直接材料费用

定额工时
（小时）

直接
人工费用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 5000 5500 200 200 600 6300

本月费用 18000 19580 1100 4778 7391 31749

合计 23000 25080 1300 4978 7991 38049

分配率

产成品 200 20000 21808.7 1200 4595.08 7376.31 33780.09

月末在产品 3000 3271.3 100 382.92 614.69 4268.91

25080

20000+3000

4978

1200+100

7991

12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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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法

在产品成本按其所耗用的原材料费用计算

分配
原理

月末在产品只分配原材料费用，其他费用全部由完工产品负担。

原材料 其他费用

原材料分配率=（月初在产品材料成本+本月发生材料成本）÷

（完工产品产量+月末在产品产量）

完工产品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完工产品产量×原材料分配率

月末在产品应分配的材料成本=月末在产品产量×原材料分配率

【提示】由于此法适用于原材料是在生产开始时一次就全部投入

的情况，所以原材料按完工和在产的数量分配。

产品成本=0

适用
条件

原材料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原材料是在生产开始时一次就全部

投入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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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多选题】企业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方法的选择

是根据（ ）。

A. 在产品数量的多少

B. 各月的在产品数量变化的大小

C. 各项费用比重的大小

D. 定额管理基础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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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BCD

【解析】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在成本计算工作中是

一个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企业应当根据在产品数量的多少、各月在产

品数量变化的大小、各项费用比重的大小，以及定额管理基础的好坏等具体

条件，选择既合理又简便的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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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计算题】甲公司是一家制造业企业，只生产和销售一种新型

保温容器。产品直接消耗的材料分为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各月在产

品结存数量较多，波动较大，公司在分配当月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

的成本时，对辅助材料采用约当产量法，对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采用

定额比例法。

2016年6月有关成本核算、定额资料如下：

（1）本月生产数量（单位：只）

月初在产品数量 本月投资数量 本月完工产品数量 月末在产品数量

300 3700 3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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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全部投入，辅助材料陆续均衡投入，

月末在产品平均完工程度60%。

（3）本月月初在产品成本和本月发生生产费用（单位：元）

主要材料 辅助材料 人工费用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成本 32 000 3 160 9 600 1 400 46 160

本月发生生产费用 508 000 34 840 138 400 28 200 709 440

合计 540 000 38 000 148 000 29 600 75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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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位产品工时定额

产成品 在产品

人工工时定额（小时/只） 2 0.8

机器工时定额（小时/只） 1 0.4

要求：

（1）计算本月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的主要材料费用。

（2）按约当量法计算本月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的辅助材料费用。

（3）按定额人工工时比例计算本月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的人工费用。

（4）按定额机器工时比例计算本月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的制造费用。

（5）计算本月完工产品总成本和单位成本。（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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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① 本月完工产品的主要材料费用

=540000/（3500+500）×3500=472500（元）

② 本月在产品的主要材料费用

=540000/（3500+500）×500=67500（元）

（2）在产品的约当产量=500×60%=300

① 本月完工产品的辅助材料费用

=38000/（3500+300）×3500=35000（元）

② 本月月末在产品的辅助材料费用

=38000/（3500+300）×300=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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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① 本月完工产品的人工费用

=148000/（3500×2+500×0.8）×（3500×2）=140000（元）

② 本月月末在产品的人工费用

=148000/（3500×2+500×0.8）×（500×0.8）=8000（元）

（4）① 本月完工产品的制造费用

=29600/（3500×1+500×0.4）×（3500×1）=28000（元）

② 本月月末在产品的制造费用

=29600/（3500×1+500×0.4）×（500×0.4）=1600（元）

（5）① 本月完工产品总成本

=472500+35000+140000+28000=675500（元）

② 本月完工产品单位成本=675500/3500=1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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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产品和副产品的成本分配

（一）联产品和副产品的含义

1. 联产品

联产品，是指使用同种原料，经过同一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出来的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主要产品。

2. 副产品

副产品，是指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使用同种原料，在生产主要产品的同时附

带生产出来的非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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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产品成本计算

首先：采用简化方法确定其成本（如预先规定的固定单价确定成本）;

然后：从总成本中扣除，其余额就是主产品的成本。

主产品成本=总成本-副产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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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在使用同种原料生产主产品的同时，附带生产副产品

的情况下，由于副产品价值相对较低，而且在全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

重较小，因此，在分配主产品和副产品的加工成本时（ ）。

A. 通常先确定主产品的加工成本，然后再确定副产品的加工成本

B. 通常先确定副产品的加工成本，然后再确定主产品的加工成本

C. 通常先利用售价法分配主产品和副产品

D. 通常先利用可变现净值法分配主产品和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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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副产品是指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使用同种原料，在生产主要产

品的同时附带生产出来的非主要产品。由于副产品价值相对较低，而且

在全部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因而可以采用简化的方法确定其成

本，然后从总成本中扣除，其余额就是主产品的成本。在分配主产品和

副产品的加工成本时，通常先确定副产品的加工成本，然后再确定主产

品的加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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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产品成本的计算

1. 联产品成本计算过程

第一阶段（分离前）：联合产品明细账

第二阶段（分离后）：分产品分设明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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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产品加工成本的分配

（1）分配的统一公式

联合成本分配率=待分配联合成本÷各联产品分配标准合计

某联产品应分配联合成本=分配率×该联产品分配标准

（2）具体分配方法

售价法

可变现净值法

实物数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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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售价法

公式

联合成本分配率=待分配联合成本÷（A产品分离点的

总售价+B产品分离点的总售价）

A产品应分配联合成本=联合成本分配率×A产品分离

点的总售价

B产品应分配联合成本=联合成本分配率×B产品分离

点的总售价

适用范围

在售价法下，联合成本是以分离点上每种产品的销售

价格为比例进行分配的。采用这种方法，要求每种产

品在分离点时的销售价格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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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9】某公司生产联产品A和B。1月份发生加工成本500万元。A

和B在分离点上的销售价格总额为3000万元，其中A产品的销售价格总额

为1800万元，B产品的销售价格总额为1200万元。

采用售价法分配联合成本：

分配率=500/3000

A产品分配的联合成本=500/3000×1800=300（万元）

B产品分配的联合成本=500/3000×1200=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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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可变现净值法

适用范围 若每种产品在分离点时的销售价格不能够可靠地计量。

可变现净
值的确定

某产品的可变现净值=分离点产量×该产成品的单位售价-分离

后的该产品的后续单独加工成本

分配公式

联合成本分配率=待分配联合成本÷（A产品可变现净值+B产品

可变现净值）

A产品应分配联合成本=联合成本分配率×A产品可变现净值

B产品应分配联合成本=联合成本分配率×B产品可变现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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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10】某公司生产联产品A和B。1月份A和B在分离前发生联合

加工成本400万元。A和B在分离后继续发生的单独加工成本分别为300万

元和200万元,加工后A产品的销售价格总额为1800万元，B产品的销售价

格总额为1200万元。

【补充要求】用可变现净值法分配联合成本。

【解析】

A产品的可变现净值=1800-300=1500（万元）

B产品的可变现净值=1200-200=1000（万元）

分配率=400/2500

A产品分配的联合成本=400/2500×1500=240（万元）

B产品分配的联合成本=400/2500×1000=1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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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要求】分别计算A产品和B产品的本月完工产品成本，假设企业

在产品数量很少，不计算在产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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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实物数量法

联合成本分配率=待分配联合成本÷（A产品实物数量+B产品实物数量）

A产品应分配联合成本=联合成本分配率×A产品实物数量

B产品应分配联合成本=联合成本分配率×B产品实物数量

【例13-11】资料同【例13-9】，假定A产品为560件，B产品为440件。

采用实物数量法分配联合成本：

A产品分配的联合成本=[500÷（560+440）]×560=280（万元）

B产品分配的联合成本=[500÷（560+440）]×440=2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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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计算题】A公司是一个化工生产企业，生产甲、乙、丙三种产

品。这三种产品是联产品，本月发生联合生产成本748500元。该公司采

用可变现净值法分配联合生产成本。由于在产品主要是生产装置和管线

中的液态原料，数量稳定并且数量不大，在成本计算时不计算月末在产

品成本。产成品存货采用先进先出法计价。

本月的其他有关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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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分配本月联合生产成本；

（2）确定月未产成品存货成本。（2003年）

产品 甲 乙 丙

月初产成品成本（元） 39600 161200 5100

月初产成品存货数量（千克） 18000 52000 3000

销售量（千克） 650000 325000 150000

生产量（千克） 700000 350000 170000

单独加工成本（元） 1050000 787500 170000

产成品单位售价（元）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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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用可变现净值法分配联合生产成本

单位：元

产品 甲 乙 丙 合计

产量 700000 350000 170000

单价 4 6 5

本月产量售价总额 2800000 2100000 850000 5750000

单独加工成本 1050000 787500 170000 2007500

可变现净值 1750000 1312500 680000 3742500

分配率 748500/3742500=0.2

分配联合生产成本 350000 262500 136000 74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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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甲产品可变现净值=4×700000-1050000=1750000（元）

乙产品可变现净值=6×350000-787500=1312500（元）

丙产品可变现净值=5×170000-170000=680000（元）

甲、乙、丙产品可变现净值合计=1750000+1312500+680000=3742500（元）

联合生产成本分配率=联合生产成本/可变现净值合计=748500/3742500=0.2

甲产品应分配的联合成本=0.2×1750000=350000（元）

乙产品应分配的联合成本=0.2×1312500=262500（元）

丙产品应分配的联合成本=0.2×680000=13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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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月末产成品存货成本 单位：元

产品 甲 乙 丙

期初存量（千克） 18000 52000 3000

本期产量（千克） 700000 350000 170000

本期销量（千克） 650000 325000 150000

期末存量（千克） 68000 77000 23000

单独加工成本（元） 1050000 787500 170000

分配联合生产成本（元） 350000 262500 136000

总成本（元） 1400000 1050000 306000

单位成本（元） 2 3 1.8

期末存货成本（元） 136000 231000 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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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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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基本方法的比较

按成本计算对象的不同，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分为：

基本
方法

适用范围
成本
计算
对象

成本计算期 完工产品与在产品成本划分

品种
法

大量大批的单步骤生产的企业以及
管理上不要求按照生产步骤计算产
品成本的多步骤生产。【举例】：
发电、供水、采掘

产品
品种

一般定期计算产
品成本，成本计
算期与会计核算
报告期一致。

如果月末有在产品，要将生
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
之间进行分配。

分批
法

单件小批类型的生产。 【举例】：
造船、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新产
品试制、设备修理等

产品
的批
别

成本计算期与产
品生产周期基本
一致，而与核算
报告期不一致。

一般不存在完工产品与在产
品之间分配费用的问题。

分步
法

它适用于大量大批的，管理上要求
按照生产步骤计算产品成本的多步
骤生产。【举例】冶金、纺织、机
械制造。

各种
产品
的生
产步
骤

一般定期计算产
品成本，成本计
算期与会计核算
报告期一致。

月末需将生产费用在完工产
品和在产品之间进行费用分
配；除了按品种计算和结转
产品成本外，还需要计算和
结转产品的各步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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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甲制药厂正在试制生产某流感疫苗。为了核算此疫苗的

试制生产成本，该企业最适合选择的成本计算方法是（ ）。（2009）

A. 品种法

B. 分步法

C. 分批法

D. 品种法与分步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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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甲制药厂正在试制生产某流感疫苗。为了核算此疫苗

的试制生产成本，该企业最适合选择的成本计算方法是（ ）。（

2009）

A. 品种法

B. 分步法

C. 分批法

D. 品种法与分步法相结合

【答案】C

【解析】分批法适合于小批单件类型的生产，也可用于新产品试制或试

验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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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法举例

【教材例题】表13-6             产品成本计算单 产成品数量：600件

产品名称：甲产品 20×0年5月 单位：元

成本项目
月初

在产品成本
本月

生产费用
生产费用

合计

产成品成本
月末在产品

成本总成本 单位成本

直接材料费 15 700 55 000 70 700 60 600 101.00 10 100

直接人工费 77 300 31 920 39 650 36 600 61.00 3 050

燃料和动力费 18 475 67 000 85 475 78 900 131.50 6 575

制造费用 6 290 22 960 29 250 27 000 45.00 2 250

合 计 48 195 176880 225075 203100 338.5 21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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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7                    产品成本计算单 产成品数量：500件

产品名称：乙产品 20×0年5月 单位：元

成本项目
月初

在产品成本
本月

生产费用
生产费
用合计

产成品成本
月末在产品

成本总成本
单位
成本

直接材料费 9 468 30 000 39 468 29 900 59.80 9 568

直接人工费 2 544 18 240 20 784 17 320 34.64 3 464

燃料和动力费 8 020 41 300 49 320 41 100 82.20 8 220

制造费用 1 292 13 120 14 412 12 010 24.02 2 402

合 计 21 324 102660 123984 100330 200.66 23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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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批法举例

【例13-12】某企业按照购货单位的要求，小批生产某些产品，采用分批法计算

产品成本。该厂4月份投产甲产品10件，批号为401，5月份全部完工；5月份投产

乙产品60件，批号为501，当月完工40件，并已交货，还有20件尚未完工。401批

和501批产品成本计算单如表13-9和表13-10。各种费用的归集和分配过程省略。



注会︱财管

第十三章产品成本计算

表13-8                  产品成本计算单 开工日期：4月15日

批号：401          产品名称：甲产品 完工日期：5月20日

委托单位：东方公司 批量：10件 单位：元

项 目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制造费用 合 计

4月末余额 12000 900 3400 16300

5月发生费用：

据材料费用分配表 4600 4600

据工资费用分配表 1700 1700

据制造费用分配表 8000 8000

合 计 16600 2600 11400 30600

结转产成品（10件）成本 16600 2600 11400 30600

单位成本 1660 260 1140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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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产品成本计算单 开工日期：5月5日

批号：501          产品名称：乙产品 完工日期：5月25日

委托单位：佳丽公司 批量：60件 单位：元

项 目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制造费用 合 计

5月发生费用：

据材料费用分配表 18000 18000

据工资费用分配表 1650 1650

据制造费用分配表 4800 4800

合 计 18000 1650 4800 24450

结转产成品（40件）成本 12000 1320 3840 17160

单位成本 300 33 96 429

月末在产品成本 6000 330 960 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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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批产品月末部分完工，而且完工产品数量占总指标的比重较大，应

采用适当的方法将产品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本例

由于原材料费用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所以原材料费用按完工产品和在

产品的实际数量作比例分配，而其他费用则按约当产量法进行分配。

1. 材料费用按完工产品产量和在产品数量作比例分配

产成品应负担的材料费用=18000÷（40+20）×40=12000（元）

在产品应负担的材料费用=18000÷（40+20）×2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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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费用按约当产量比例分配

（1）计算501批乙产品在产品约当产量，如表13-11。

表13-10                   乙产品约当产量计算表

工 序 完工程度 在产品（件）
完工产品
（件）

产量合计
（件）

① ② ③=①×② ④ ⑤=③+④

1 15% 4 0.6

2 25% 4 1

3 70% 12 8.4

合 计 — 20 1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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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人工费用按约当产量法分配：

产成品应负担的直接人工费用=1650÷（40+10）×40=1320（元）

在产品应负担的直接人工费用=1650÷（40+10）×10=330（元）

（3）制造费用按约当产量法分配：

产成品应负担的制造费用=4800÷（40+10）×40=3840（元）

在产品应负担的制造费用=4800÷（40+10）×10=960（元）

将各项费用分配结果记入501批乙产品成本计算单（表13-10）即可计算

出乙产品的产成品成本和月末在产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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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步法

（一）分步法的分类

根据成本管理对各生产步骤成本资料的不同要求（是否要求计算半成品

成本）和简化核算的要求分：

分步法

综合结转分步法

平行结转分步法

逐步结转分步法

分项结转分步法

需进行成本还原

不需进行成本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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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步结转分步法（计算半成品成本分步法）

1.含义

逐步结转分步法是按照产品加工的顺序，逐步计算并结转半成品成本，

直到最后加工步骤才能计算产成品成本的一种方法。

2.逐步结转法的计算程序

第二步骤 =半成品成本 工资、费用 半成品成本 在产品成本+

第一步骤 直接材料 工资、费用 半成品成本 在产品成本+ =

第三步骤 半成品成本 + 工资、费用 =半成品成本 在产品成本

（依次结转、顺序累计、直到最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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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综合结转法，是指上一步骤转入下一步骤的半成品成本，以“直

接材料”或专设的“半成品”项目综合列入下一步骤的成本计算单中。

（2）分项结转法是指上一步骤转入下一步骤的半成品成本，以“直接

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项目分成本项目分别列入下一步骤的成

本计算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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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结转法的计算程序

第二步骤 =半成品成本 工资、费用 半成品成本
直材 直人 制造

在产品成本
直材 直人 制费

+

第一步骤 直接材料 工资、费用 半成品成本
直材 直人 制造

在产品成本
直材 直人 制费

+ =

第三步骤 半成品成本 + 工资、费用 =半成品成本 在产品成本

（依次结转、顺序累计、直到最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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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举例】：假定甲产品生产分两步在两个车间内进行，第一车间为

第二车间提供半成品，半成品收发通过半成品库进行。两个车间的月末

在产品均按定额成本计价。成本计算程序如下：

（1）根据各种费用分配表、半成品产量月报和第一车间在产品定额成

本资料（这些费用的归集分配同品种法一样，故过程均省略，下同），

登记第一车间甲产品（半成品）成本计算单，如表13-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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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1                 甲产品（半成品）成本计算单

第一车间 20×0年5月 单位：元

项目
产量

（件）
直接

材料费
直接

人工费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成本（定
额成本）

61 000 7 000 5 400 73 400

本月生产费用 89 500 12 500 12 500 114 500

合计 150 500 19 500 17 900 187 900

完工半成品转出 800 120 000 16 000 15 200 151 200

月末在产品定额成本 30 500 3 500 2 700 36 700

根据第一车间甲产品（半成品）成本计算单（表13-12）和半成品入库单，编制会

计分录如下：借：自制半成品 151 200

贷：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第一车间（甲产品） 15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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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第一车间甲产品（半成品）成本计算单、半成品入库单，以及

第二车间领用半成品的领用单，登记半成品明细账，如表13-12所示。

表13-12                   半成品明细账

月
份

月初余额 本月增加 合计 本月减少

数量
（件）

实际成本
（元）

数量
（件）

实际成本
（元）

数量
（件）

实际成本
（元）

单位成本
（元）

数量
（件）

实际成本（元）

5 300 55600 800 151200 1100 206800 188 900 169200

6 200 37600

根据半成品明细账所列半成品单位成本资料和第二车间半成品领用单，编

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第二车间（甲产品） 169 200

贷：自制半成品 16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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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各种费用分配表、半成品领用单、产成品产量月报，以及第二

车间在产品定额成本资料，登记第二车间甲产品（产成品）成本计算单。

如表1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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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3                 甲产品（产成品）成本计算单

第二车间 20×0年5月 单位：元

项 目 产量（件）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制造费用 合 计

月初在产品
（定额成本）

37 400 1 000 1 100 39 500

本月费用 169 200 19 850 31 450 220 500

合 计 206 600 20 850 32 550 260 000

产成品转出 500 189 000 19 500 30 000 238 500

单位成本 378 39 60 477

月末在产品
（定额成本）

17 600 1 350 2 550 2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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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二车间甲产品（产成品）成本计算单和产成品入库单编制会计分录如

下：

借：产成品 238 500

贷：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第二车间（甲产品） 23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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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逐步综合结转法下成本的还原

成本还原方法：

一般是按本月所产半成品的成本结构进行还原。即从最后一个步骤起，

把各步骤所耗上一步骤半成品的综合成本按照上一步骤所产半成品成本

的结构，逐步分解，还原出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成品成本。成本还

原的次数较正常生产步骤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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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4                产成品成本还原计算表 产品名称：甲产品

产品产量：500件 单位：元

项目
还原

分配率
半成品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成本合计

还原前
产成品成本

189000 19500 30000 238500

本月所产
半成品成本

120000 16000 15200 151200

成本还原

还原后
产成品成本

还原后
产成品单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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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4                产成品成本还原计算表 产品名称：甲产品

产品产量：500件 单位：元

项目
还原分配

率
半成品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成本合计

还原前产成品
成本

189000 19500 30000 238500

本月所产半成
品成本

120000 16000 15200 151200

成本还原 1.25
-

189000
150000 20000 19000 0

还原后产成品
成本

150000 39500 49000 238500

还原后产成品
单位成本

300 79 98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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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2015 •计算题】甲公司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只生产销售一种产

品，生产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骤产出的半成品直接转入第二步骤继

续加工，每件半成品加工成一件产成品，产品成本计算采用逐步综合结转

分步法，月末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采用约当产量法分配生产成本。

第一步骤耗用的原材料在生产开工时一次投入，其他成本费用陆续发生

；第二步骤除耗用第一步骤半成品外，还需要追加其他材料，追加材料及

其他成本陆续发生，第一步骤和第二步骤月末在产品完工程度均为本步骤

的50%。

2015年6月的成本核算资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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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在产品成本（单位：元）

半成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第一步骤 3750 2800 4550 11100

第二步骤 6000 1800 780 2300 10880

（2）本月生产量（单位：件）

月初产品数量 本月投产数量 本月完工数量 月末在产品

第一步骤 60 270 280 50

第二步骤 20 280 2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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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单位：元）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第一步骤 16050 24650 41200 81900

第二步骤 40950 20595 61825 123370

要求：

（1）编制第一、二步骤成本计算单（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用列出

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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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骤成本计算单 2015年6月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成本

本月生产费用

合计

分配率

完工半成品转出

月末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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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骤成本计算单 2015年6月

半成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成本

本月生产费用

合计

分配率

完工半成品转出

月末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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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产成品成本还原计算表（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用列出计

算过程）。

产成品成本还原计算表 2015年6月

半成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还原前产成品成本

本月所产半成品成本

成本还原

还原后产成品成本

还原后产成品单位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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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第一步骤成本计算单 2015年6月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成本 3750 2800 4550 11100

本月生产费用 16050 24650 41200 81900

合计 19800 27450 45750 93000

分配率
19800/

（280+50）
=60

27450/
（280+50×50%）

=90

45750/
（280+50×50%）

=150

完工半成品转出
280×60
=16800

280×90=25200 280×150=42000 84000

月末在产品 50×60=3000
50×50%×90=225

0
50×50%×150

=375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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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骤成本计算单 2015年6月

半成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
成本

6000 1800 780 2300 10880

本月生产费
用

84000 40950 20595 61825 207370

合计 90000 42750 21375 64125 218250

分配率
90000/

（270+30）
=300

42750/
（270+30×50%）

=150

21375/
（270+30×50%）

=75

64125/
（270+30×50%）

=225

完工产成品
转出

270×300
=81000

270×150=4050
0

270×75=20250
270×225
=60750

202500

月末在产品
30×300
=9000

30×50%×150
=2250

30×50%×75=11
25

30×50%×225
=3375

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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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成品成本还原计算表 2015年6月

半成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还原前
产成品成本

81000 40500 20250 60750 202500

本月所产
半成品成本

16800 25200 42000 84000

成本还原 -81000
16800/84000

×81000=16200

25200/84000
×81000
=24300

42000/84000×81000
=40500

0

还原后
产成品成本

40500+16200
=56700

20250+24300
=44550

60750+40500
=101250

202500

还原后产成
品单位成本

56700/270=210
44550/270

=165
101250/270=375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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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行结转分步法（不计算半成品成本分步法）

1. 成本计算程序

在计算各步骤成本时，不计算各步骤所产半成品成本，也不计算各步骤

所耗上一步骤的半成品成本，而只计算本步骤发生的各项其他费用，以

及这些费用中应计入产成品成本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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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算半成品分析法

第一加工步骤

第二加工步骤

第三加工步骤

本步骤生
产费用

本步骤生
产费用

本步骤生
产费用

产成品负担部分

在产品负担部分

产成品负担部分

在产品负担部分

产成品负担部分

在产品负担部分

产

成

品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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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行结转分步法下的完工在产划分

采用平行结转分步法，每一生产步骤的生产费用也要在其完工产品与月

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这里“完工产品”指：企业最终完工的产成品

“月末在产品”指各步骤尚未加工完成的在产品和各步骤已完工但尚未

最终完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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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举例：某企业生产甲产品，生产分两步骤在两个车间内进行，第一

车间为第二车间提供半成品，第二车间加工为产成品。各种生产费用归

集与分配过程省略，数字在各成本计算单中列示。产成品和月末在产品

之间分配费用的方法采用定额比例法；材料费用按定额材料费用比例分

配，其他费用按定额工时比例分配。

假设企业月末没有盘点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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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5                甲产品定额资料 单位：元

生产
步骤

月初在产品 本月投入 产成品

材料
费用

工时
（小时）

材料
费用

工时
（小时）

单件定额
产量

（件）

总定额

材料
费用

工时
（小时）

材料费
用

工时
（小时）

第一
车间
份额

67650 2700 98450 6300 293 14 500 146500 7000

第二
车间
份额

2400 9600 - 20 500 - 10000

合计 67650 5100 98450 15900 - 34 - 146500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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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6   甲产品成本计算单 第一车间 20×0年5月 单位：元

项目
产成品

产量（件）

直接材料费
定额工时
（小时）

直接人工
费用

制造费用 合计
定额 实际

月初在产品 67650 61651 2700 7120 10000 78771

本月
生产费用

98450 89500 6300 12500 12500 114500

合计 166100 151151 9000 19620 22500 193271

分配率 0.91 2.18 2.50

产成品中
本步骤份额

500 146500 133315 7000 15260 17500 166075

月末在产品 19600 17836 2000 4360 5000 2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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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7  甲产品成本计算单 第二车间20×0年5月 单位：元

项目
产成品

产量（件）

直接材料费
定额工时
（小时）

直接
人工费用

制造费用 合计
定额 实际

月初在产品 2400 8590 8 150 16740

本月
生产费用

9600 19850 31450 51300

合计 12000 28440 39600 68040

分配率 2.37 3.30

产成品中
本步骤份额

500
10000 23700 33000 56700

月末在产品 2000 4740 6600 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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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8               甲产品成本汇总计算表

200×年5月 单位：元

生产车间
产成品数量

（件）
直接

材料费用
直接

人工费用
制造费用 合 计

一车间 133 315 15 260 17 500 166 075

二车间 23 700 33 000 56 700

合 计 500 133 315 38 900 50 500 222 775

单位成本 266.63 77.92 101 4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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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2014 •计算题】甲公司是一家模具生产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产品分两个生产步骤在两个基本生产车间进行，第一车间为第二车间提供

半成品，第二车间将半成品加工成产成品，每件产成品耗用2件半成品。甲

公司采用平行结转分步法计算产品成本，月末对在产品进行盘点，并按约

当产量法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生产费用。

第一车间耗用的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逐渐投入，其他成本费用陆续发生。

第二车间除耗用第一车间生产的半成品外，还需耗用其他材料，耗用的半

成品和其他材料均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其他成本费用陆续发生，

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的在产品相对于本车间的完工程度均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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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还有机修和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分别为第一车间，第二车间

和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维修和电力，两个辅助生产车间之间也相互提供产

品或服务。甲公司按照交互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

甲公司2014年8月份的成本核算资料如下：

（1）月初在产品成本（单位：元）

生产车间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第一车间 8125 3500 11250 22875

第二车间 5500 3500 3700 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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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月生产量（单位：件）

生产车间 月初在产品 本月投入 本月完工 月末在产品

第一车间 5 75 70 10

第二车间 5 35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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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修车间本月发生生产费用8250元，提供维修服务150小时；供

电车间本月发生生产费用10500元，提供电力21000度。各部门耗用辅助

生产车间产品或服务情况如下：

耗用部门 机修车间（小时） 供电车间（度）

辅助生产
车间

机修车间 1000

供电车间 50

基本生产
车间

第一车间 45 9800

第二车间 45 9700

行政管理部门 10 500

合计 15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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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生产车间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单位：元）

生产车间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第一车间 42875 22000 56302.50

第二车间 34500 38500 39916.25

注：制造费用中尚未包括本月应分配的辅助生产费用。

要求：（1）编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用列

出计算过程。单位成本要求保留四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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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交互分配法） 单位：元

项目

机修车间 供电车间

耗用量（小时）
单位
成本

分配
金额

耗用量
（度）

单位
成本

分配金额

待分配项目

交互分配
机修车间

供电车间

对外分配辅助生产费用

对外分配

第一车间

第二车间

行政管理部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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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第一车间的成本计算单（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用列出计

算过程）。 第一车间成本计算单

2014年8月 单位：元

项目 产量（件）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 —

本月生产费用 —

合计 —

分配率 —

产成品中本步
骤份额

月末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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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第二车间的成本计算单（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用列出计

算过程）。 第二车间成本计算单

2014年8月 单位：元

项目 产量（件）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 —

本月生产费用 —

合计 —

分配率 —

产成品中本步
骤份额

月末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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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制产品成本汇总计算表（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必列出计算

过程）。（2014年试卷Ⅱ） 单位：元

生产车间 产成品数量
（件）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第一车间 —

第二车间 —

合计

单位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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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交互分配法）

项目

机修车间 供电车间

耗用量
（小时）

单位
成本

分配
金额

耗用量
（度）

单位
成本

分配
金额

待分配项目 150 55 8250 21000 0.5 10500

交互
分配

机修车间 500 -1000 -500

供电车间 -50 -2750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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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机修车间 供电车间

耗用量
（小时）

单位成
本

分配金
额

耗用量
（度）

单位成本 分配金额

对外分配
辅助生产费用

100 60 6000 20000 0.6375 12750

对外
分配

第一车间 45 2700 9800 6247.5

第二车间 45 2700 9700 6183.75

行政管理部门 10 600 500 318.75

合计 100 6000 20000 1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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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车间成本计算单

单位：元 2014年8月

项目
产量

（件）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 一 8125 3500 11250 22875

本月生产费
用

一 42875 22000 65250 130125

合计 一 51000 25500 76500 153000

分配率 一 600 300 900 1800

产品中本步
骤份额

60 36000 18000 54000 108000

月末在产品 30 5000 7500 22500 45000

10+10x2

30x2

51000/(60+25)

25500/(60+25)

76500/(60+25)

56302.5+2700+6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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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每件产成品耗用2件半成品

一车间：

产成品=30×2=60（件）

广义在产品：

本步在产：10件

后续在产：10件×2=20（件）

约当产量=10×50%+20=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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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车间成本计算单

单位：元 2014年8月

项目
产量

（件）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月初在产品 一 5500 3500 3700 12700

本月生产费
用

一 34500 38500 48800 121800

合计 一 40000 42000 52500 134500

分配率 一 1000 1200 1500 3700

产品中本步
骤份额

30 30000 36000 45000 111000

月末在产品 10 10000 6000 7500 23500

40000/(30+10)
42000/(30+5)

52500/(30+5)

39916.25+2700+61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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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成本汇总计算表

2014年8月 单位：元

生产车间 产量（件）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

第一车间 — 36000 18000 54000 108000

第二车间 — 30000 36000 45000 111000

合计 30 66000 54000 99000 219000

单位成本 — 2200 1800 3300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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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分步法的比较

区别点 逐步结转分步法 平行结转分步法

是否计算半成品成本 计算 不计算

生产费用与半成品实物
转移是否同步

同步（生产费用随半成品实
物的转移而结转）

不同步（生产费用不随半成品
实物的转移而结转）

完工产品的含义不同 各步骤的完工产品 指最终完工的产成品

在产品的含义不同
狭义在产品（仅指本步骤尚
未加工完成的半成品）

广义在产品（既包括本步骤尚
未加工完成的半成品，也包括
本步骤加工完毕、但尚未最终
完工的产品）

是否需要进行成本还原
逐步综合结转分步法需要；
逐步分项结转分步法不需要

不需要

各步骤能否同时计算产
成品成本

不能，需要顺序转移逐步累
计，直到最后一个步骤才能
计算出产成品成本

各步骤能同时计算产品成本，
平行汇总计算产成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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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下列关于成本计算分步法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2010年）

A. 逐步结转分步法不利于各步骤在产品的实物管理和成本管理

B. 当企业经常对外销售半成品时，应采用平行结转分步法

C. 采用逐步分项结转分步法时，无须进行成本还原

D. 采用平行结转分步法时，无须将产品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

间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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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逐步结转分步法要计算各步骤半成品成本，所以有利于各步骤

在产品的实物管理和成本管理，选项A错误；平行结转分步法不计算各步

骤半成品成本，当企业经常对外销售半成品时，应采用逐步结转分步法

，选项B错误；采用平行结转分步法，每一生产步骤的生产费用也要在其

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但这里的完工产品是指企业最后

完工的产成品，这里的在产品是指各步骤尚未加工完成的在产品和各步

骤已完工但尚未最终完成的产品，选项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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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下列成本核算方法中，不利于考察企业各类存货资金

占用情况的是（ ）。（2012）

A. 品种法

B. 分批法

C. 逐步结转分步法

D. 平行结转分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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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平行结转分步法不计算各步骤在产品的成本，因而不利于考察

企业各类存货资金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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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辛苦了，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