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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作业成本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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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业成本法的产生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成本管理水平，然而，作业成本法在应用过程中其缺陷也日渐显现。本文在研究传统作 

业成本法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进而提出改进方法，为其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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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传统的经营方式与生存环境受到了极 

大的冲击，使得其固有的管理思想与成本计算方式不得不发生巨大变 

革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企业对成本计算的 
精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业成本法慢慢走进了企业成本管理者的视 

野中。 

1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现状 

作业成本法的产生与发展适应高新技术制造环境下正确计算产品 

成本的要求，它为改革间接费用的分配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我国2a世纪90年代初弓l入作业成本法以来，国内许多企业已经认识 
到作业成本法不仅能为企业提供精确的产品成本核算和报价，更重要 

的是为公司战略战术和日常经营提供决策支持。从整体看，目前在我国 

只有少数企业在尝试作业成本法并且均集中在制造业。据调查，市场竞 
争较高行业的某些先进大型企业如科龙集团、美的集团、海尔集团等都 

已经结合ERP等在内部管理过程中运用了作业成本法，并且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 

2作业成本法的优势 
2,1成本分配对象更加准确。作业成本法分配成本不再是单纯的生 

产产品数量，而是根据生产产品的作业进行分配。作业、作业中心、制造 

中心都可以是成本的计算对象，并且可以通过动因库设置因子，核算增 
值库与非增值库的成本，从而加强成本管理力度。 

2．2作业与成本相一致 

在应用作业成本时，遵循“资源——作业——产品”的主线，即作业 
耗用资源，产品耗用作业，作业成为了沟通企业资源与产品的桥梁。此 

过程与成本概念—致。 

2-3提高了对制造费用的分配精确性 

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中，制造费用的分配标准过于单一，仅仅局限 

于工时、工资定额等等指标，而作业成本法将车间的制造费用细分为各 

个成本动因的费用，各个成本动因按照各自的标准进行分配。 
3作业成本法的局限性 

3,1内因 

3．1．1建立模型较难，工作量较大。作业成本法模型中包含的了大 
量的作业。当今企业越来越考虑客户的个f生化定制。企业不得不面临多 

种产品的成本计算。管理者更想知道每种产品的成本差异，而不是假设 
相似产品的作业成本不变，因此，不得不在原有的模型中增加新的作 

业，从而使模型的复杂程度加剧。由此带来的庞大的计算量，对企业处 

理数据的信息系统的能力和相关人员的素质的要求都相应提高。3．1．2 

成本分酉已赳程的主观陛。成本动因的选择并没有严谨的判断方法，成：本 
动因与制造费用的相关程度越低，成本动因越难确认。成本要求计算越 

精确，成本动因越多，因此，成本动因的确认主要依靠执行者对作业理 
解的程度和经验判断来确定。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成本信息的真 

卖陛。因此，容易造成知道数据用途的员工有意歪曲事实或谎报f电1门的 
结果，这也会导致模型计算的成本的不准确。3．1．3实施过程中较高的 

费用。作业成本法作为一种新的成本核算方法，其推行周期长，前期投 
入大，见效慢，尤其对管理层而言，更多的是考虑是在任期内完成受托 

责任，若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而不产生明显的收益来支持作业成本法可 
能有点勉为其难。短期来看，似乎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3．2外因 

3．2．1作业成本法尚未完全适应我国经济环境。作业成本法产生的 
背景是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西方企业，而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自动化程度 

不高，仍然以直接人工工时为基础分配间接费用，从而造成产品成本信 

息失真，决策失误。因此，目前在我国目实施作业成本法的仍然局限于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大型制造企业。传统的大规模、少品种的批量生产方 

式仍然占主导地位。3．2．2作业成本法的运用缺乏先进的核算手段。20 

世纪80年代后，电子技术、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为实行作业成本法奠 

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但与国外相比，差距还很大，基本停留在提高核 

算效率和减轻会计人员劳动强度方面，没有形成采购，生产和成本管理 

等综合经营管理的系统化。 

4作业成本法的发展趋势 

4．1方法的改进 

由于作业成本法在应用过程中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采用另 

外一种改进的方法——估时作业成本法。 

4．1．1估时作业成本法概念。估时作业成本法是一种能够利用ERP 

系统中的数据，计量成本和获利能力的更简单、更有效的方法。利用此 

方法，管理 员̂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和成本来收集和维护数据，因此可以 

有更多的时间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无效率流程、非盈利产品和客户 

以及过剩产能。4．1．2估时作业成本法优势。第一，削弱了员工在确定作 

业动因时的主观陛，采用管理者估计数据，从而使得成本信息的准确性 
提高 

其次，估时法简单易行，适应幽虽。估时法事先确定作业的成本，并 

且运用“时间等式”简化f占测过程，降低了方法的复杂眭。 

第三，简化成本计算流程。估时作业成本法在把资源分摊给各成本 

对象之前，并不需要询问和调查员工以分摊资源成本给各个作业，如 

此，大大简化了成本计算的流程。 

4．2应用方面的改进 

4．21加大宣传力度。作业成本法在我国的应用范围不广，应让企业 

了解到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的局限性，认识到作业成本法的优势，让作业 

成本法和作业管理理念能够的到广泛认同，为采用作业成本法创造良 

好的环境。4．Z2选择正确的试 企业。当前应用作业成本法的企业主 

要集中在自动化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制造业中，而其他行业较少。一 

般具有以下几个条件的企业都可以进行作业成本法的试点。如企业自 

动化程度高，间接制造费用比重较大；生产经营规模大，产品种类多；经 

营的作业环节多，需要的技术服务程度差异较大，即技术层次不同；传 

统的成本管理模式提供的成本信息的准确性受到怀疑，成本信息质量 

不高；企业已经较好地实施了适时生产系统和全面质质量理体系；最后 

会计电算化程度高并且有优秀的会计工作人员，熟悉作业成本法的应 

用。4．2_3相应的软件支持。实施作业成本法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因此 

需要开发出匹配的软件，才能保障成本管理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并且利 
于对数据的分析，进而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必要的支持。4．2．4加强对 

相关人员的培训。作业成本法的实施，一定要加强对全体员工的培训， 

加强员工的成本意识，避免和消除无效成本，尽可能的降低在实施过程 

中人为因素的阻碍。 

5结论 

本文在研究传统的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分析其在应用过程中的 
优劣，进而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对企业采用作业成本法核算成 

本，提高成本管理水平提供借鉴。然而，对于改进的作业成本法以及企 

业在进行成本管理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成本方法的整合等发面本文涉 

及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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