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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会计人员应掌握的方法



应用领域 管理会计工具方法
战略管理 战略地图、价值链管理等

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滚动预算管理、作业预算管理、

零基预算管理、弹性预算管理等

成本管理
目标成本管理、标准成本管理、变动成本管理、

作业成本管理、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等

营运管理 本量利分析、敏感性分析、边际分析、标杆管理等
投融资管理 贴现现金流法、项目管理、资本成本分析等

绩效管理 关键指标法、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等
风险管理 单位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矩阵模型等

  《管理会计基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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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  2017.10.18

一级内容 二级内容
100-战略管理 101-战略地图

200-预算管理 201-滚动预算

300-成本管理 301-目标成本法；302-标准成本法；
303-变动成本法；304-作业成本法

400-营运管理 401-本量利管理；402-敏感性分析；
403-边际分析

500-投融资管理 501-贴现现金流法；502-项目管理

600-绩效管理 601-关键业绩指标法；602-经济增加值法；
603-平衡计分卡

801-企业管理会计报告；
802-管理会计信息模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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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的概念及产生过程

作业预算的编制与作业成本法

作业管理与作业成本法的关系

作业管理与成本控制有何区别

作业成本法在我国企业的应用5



一、作业成本法的概念及产生过程

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基于产品成本项
目计算
适用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生产。产
品成本构成：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
工成本、间接制造费用。制造费用按
直接人工成本或生产工时比例法分配，
产量大，成本就多，结果是产量大、
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成本高。随着生产
过程的高度自动化、计算机化和工业
4.0时代的到来、产品私人订制，直接
人工成本下降，制造费用上升，直接
人工与制造费用的相关性下降，传统
成本计算方法不适应新的形势。

作业成本法：也叫
ABC成本法，又称作
业成本分析法、作业
成本计算法,作业成本
核算法。是基于企业
生产作业活动的成本
核算系统。



一、作业成本法的概念及产生过程

资源按资源动因分配到作业或作业中心，作业成本按作业动

因分配到产品。分配到作业的资源构成该作业的成本要素，

多个成本要素构成作业成本池，多个作业构成作业中心。作

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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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业成本法的概念及产生过程

作业成本法将“成本控制”融入“成本核算”中，

以作业为基础对间接费用进行合理有效分配，这

是ABC的本质。作业成本并非简单的对成本进行

核算，更重要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和成本控制的一

种工具。在成本控制方面，毫无疑问ABC更加科

学。它能促使公司各级管理人员更多的去分析各

种成本产生的成本动因，并通过这种成本的确认

和计量进而有效的对生产经营的成本进行控制。



一、作业成本法的概念及产生过程

最早追溯到20世纪美国人埃里克·科勒(Eric Kohler)教授，1952

年编著的《会计师词典》中，首次提出了作业、作业账户、作业

会计等概念。

1971年，乔治·斯托布斯(George Staubus)教授在《作业成本计

算和投入产出会计》中对"作业"、"成本"、"作业会计"、"作业投

入产出系统"等概念作了全面、系统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青年学者库伯(Robin 

Cooper)和哈佛大学教授卡普兰(Robert S Kaplan)在对美国公司

调查研究之后，发展了斯托布斯的思想，提出了以作业为基础的

成本计算方法。(1988)(Activity Based Costing，简称ABC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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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组织变化和成本计算方法的演变—分工越来越细

20世纪70年代美国、日本

生产的自动化、计算机化

工业

4.0

私人

订制

工业

3.0

批量

生产

生产的系统化、一体化

批量生产、辅助费用上升

材料成本、人工成本下降

以数量为标准分配费用？

   客户对产品功能多样化要求

   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

   客户体验和个性化要求提高

  批量生产转向单件订制生产

经济发展、收入增加

借助网络的私人订制

 产品成本与数量

  的关系下降

  非制造成本类

  间接费用上升



二、作业管理与作业成本法的关系

作业：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项独立并相互联系的活动。

作业贯穿产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从产品设计开始，经过物料

供应、生产工艺的各个环节，直至产品的发运销售及售后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环节、每道工序都可以视为一项作业，如

产品设计、订单处理、采购、储存、发货、售后服务等。作业

是生产工艺的前后延伸，碎片化、流程化的经营过程。

作业链：是指企业为满足客户需要而设立的一系列前后有序的

作业集合体。作业链的设计和建立要以客户为出发点，通过作

业链分析有助于消除不增加企业价值的作业，即无效作业，从

而达到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二、作业管理与作业成本法的关系



二、作业管理与作业成本法的关系



二、作业管理与作业成本法的关系

价值链：是指企业作业链的价值表现。各项作业的转移同时

伴随着价值的转移，最终产品是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

价值的集合。要想提高价值链，必须改进作业链，作业链的

完善，是从分析价值链开始的。即投入产出、成本效益原则。

所以，要遵循美观、实用、高效、省时、省力、省钱的原则。

作业管理：以客户需要为出发点，以作业分析为核心，以不

断降低成本、提高企业价值为目的，不断改进和优化作业链，

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成本管理方式。（既要满足客户

多样化需求，还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二、作业管理与作业成本法的关系

成本性态：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控制成本首
先进行成本性态分析。
成本性态分析：将全部成本划分为短期变动成本和长期
变动成本。（传统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短期变动成本：其成本随业务量变动成正比例变动，如
直接材料。此类费用，业务量是其成本动因，分配材料
费用时，应以业务量（数量）为标准进行分配。如：直
接材料费用分配可以各种产品、作业的直接人工工时、
材料定额消耗量、产品的定额工时，采用比例分配法进
行分配。短期变动成本为直接成本。



二、作业管理与作业成本法的关系

长期变动成本：是指在较长时间内，与作业消耗量成正
比例变动的成本。成本动因与业务量无关，分配此类费
用时，应采用非业务量的成本动因，即非产品数量的成
本动因，如生产批次、订货次数、检验时间等。
      如铁路运输企业,每一位旅客需要一个座位，座位的
成本与旅客数量直接相关，但火车的数量则与发车次数
直接相关。如每列火车总容量是600人，每增加一个旅
客，需要消耗一个座位，600人以内，都是一列火车。
但超过600人，就需要增加一列火车了。所以，座位的
消耗与旅客数量直接相关，而火车的消耗与发车次数直
接相关。长期变动成本为间接成本。



二、作业管理与作业成本法的关系

作业管理

1.流程再造，确定作业数

2.确定各作业的资源耗费

3.分析各作业的资源动因

4.记录各作业的动因数量

5.记录各作业的资源耗费

作业成本

1.归集各产品的直接成本

2.归集各作业的资源耗费

3.按资源动因分配间接费用

4.归集各产品直接、间接成本

5.计算各产品的单位、总成本

向管理要效益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从结果控制到流程控制

↓2.成本控制性质不同

作业管理属于战略管
理，以客户需求为出
发点进行作业价值分
析；传统成本控制局
限于企业内部，未站
在客户的角度进行成
本的控制与分析。

3.成本研究范围不同

作业管理的范围延
伸至供应商和客户；
传统成本控制的范
围仅限于企业内部
的供、产、销。

4.成本分析内容不同

作业管理以作业为基础，
从作业动因、资源动因、
作业链角度进行价值分析；
传统成本控制是从成本项
目角度进行分析。

1.成本控制对象不同

作业管理以作业为基
础实施成本控制；传
统成本控制以产品为
对象实施成本控制。

5.成本改进重点不同

作业管理：消除非增值
作业，缩短生产时间；
传统成本控制：降低成
本项目的开支。



（一）作业管理的实施步骤

1.分析客户的需求

通过客户意向调查等方式，了解客户对企业产品的性质、质量、

外观等要求，了解客户的偏好，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进一步分

析哪些作业增加了企业的价值，哪些作业为无效的作业，从而

为进一步的作业分析奠定基础。

2.分析作业链的构成

分析企业究竟包括哪些作业？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各

项作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发生的？

3.区分增值作业与非增值作业。

对于过剩作业，在不降低产品质量和企业价值的前提下采取措

施予以消除。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



（一）作业管理的实施步骤
4.分析作业预算执行的结果。
分析作业水平的高低以及作业的利用效果，以便及
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从而达到降低作业成本，
合理配置企业资源的目的。
5.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
企业应在作业分析的基础上，采取先进的方法以及
有效的措施，优化作业链，同时尽量提高作业的利
用效率，从而达到不断改善生产经营，确保低成本
竞争优势的最终目的。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



（二）作业价值分析

作业价值分析是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在进行市场调查，

明确客户意愿及需求的基础上，对产品成本形成过程及

分配过程所展开的分析，旨在消除非增值作业，提高作

业的有效性。

作业价值分析的内容包括：

作业动因价值分析、资源动因价值分析、作业链的联结

价值分析和增值作业的确认。

为什么要消耗该资源—为什么要进行该作业—该作业与

上下游的连接是否紧密—该作业的价值是什么。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



1.资源动因价值分析—确定需要保留的作业和消除的作业
资源：货币资源、材料资源、人力资源、动力资源、厂
房设备资源。
其价值形态表现为：材料费、工资、奖金、福利费、劳
保费、折旧费、修理费、动力费、差旅费、办公费。
资源——作业——产品
在分析作业所耗资源成本高低时，应在明确资源成本动
因的基础上，分析所耗资源的利用效率，如果某项作业
是必须的，而且所耗资源少，完成的效率高，就可以将
其归属于高效作业，否则，就归属于低效作业。
产品的过度包装可以优化或者消除。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



在具体分析作业所耗资源成本时，可以开展以下问题的
调查与分析：
完成该项作业花费了多少时间？
需要多少人？
作业时间可以缩短吗？
作业人数可以减少吗？
可否用廉价的材料代替昂贵的材料？
可否改变生产工艺？
可否提高材料及机器设备的利用率？
能源消耗可否降低？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



2.作业动因价值分析—确定共同费用的分配标准

作业按其等级不同可以分为单位层作业、批量层作业、

产品层作业和公司层作业。

单位层作业是指作业动因随单位产品数量变动而成比例

变动的作业，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这类作业的动

因是机器小时、人工工时。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



批量层作业:是指作业动因随批别的变动而成比例变动的
作业，如机器调整、产品检验等，这类作业的作业动因
是生产批次，检验次数等，与产品的产量变动无关。
产品层作业: 是指为满足客户的需要，作业动因随特定
产品种类的变动而成比例变动的作业，如产品设计、产
品介绍等。这类作业动因通常与产品产量、生产批量无
关，而与企业总体规划中的特定产品相联系。
公司层作业：是指为企业整体服务，与企业整体管理水
平有关的作业，如人事管理、安全管理、品牌管理、一
般管理等。（折合权数、系数）
正确划分作业动因对产品成本计算的精确性至关重要。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产品生产企业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房屋装修e in 
here 作业 作业等级 作业动因

企业宣传 公司层——管理费用 广告版面、时间

合同签订 产品层——制造费用 合同单数、人工成本

装修设计 产品层——制造费用 设计版本、人工成本

水电改造 单位层——生产成本 材料消耗量、生产工时

泥瓦工程 单位层——生产成本 材料消耗量、生产工时

木工工程 单位层——生产成本 材料消耗量、生产工时

油漆工程 单位层——生产成本 材料消耗量、生产工时

铺地安门 单位层——生产成本 材料消耗量、生产工时

项目管理 产品层——制造费用 人工成本、权数、系数



三、作业管理与传统成本控制的区别

区分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产品设计、产品加工和产品交付为增值作业；存货存储、

存货整理搬运、停工待料、机器维修停工、产品返修、产品重复检测为非增值作业。

资源动因价值分析

        作业消耗资源

1.每一个作业都是有效的

2.作业中心的划分是合理

的

3.资源的耗费是高效的

作业动因价值分析

产品消耗作业

1.单位层作业—短期内增值

2.批量层作业—短期内增值

3.产品层作业—长期内增值

4.公司层作业—长期内增值

作业链的连接价值分析

1.作业链不能断开，

作业链不能重叠；

2.理想的作业链应该

是作业与作业之间环

环相连，作业之间的

等待或延误为最小，

作业与作业之间的重

复内容不存在。



作业管理与成本控制
1

优化作业链

2

合理配置
企业资源

3

推行适时生
产系统

4

坚持全面质
量管理

5

调动全体职
工降低成本
的积极性

改善经营的具体措施

消除非增值作

业；

分析供应商和

客户；

改变产品工艺

设计；

不断进行技术

创新；

产品设计的经

济性。

充分利用

企业资源；

充分利用

企业生产

能力；充

分利用企

业人力资

源

坚持全面

质量管理；

不断提高

产品的功

能、可靠

性、耐用

性和售后

服务

实行分权管

理，责权利

相结合，制

定目标成本，

建立责任预

算，实施成

本激励

借鉴适时生

产系统的思

想；采取措

施将存货和

废品减少到

最少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预算编制

1

2

3

4

制定标准——材料的单位消耗量、计划价格、动力
费用的计划价格

编制作业中心资源耗费预算—根据单位资源的价格
标准确认各作业中心的资源耗费。

编制作业中心成本分配预算—各作业中心的资源耗
费总成本中的间接成本，要按照作业动因确定分配
标准，计算各作业中心的成本分配率，从而确定各
产品的间接成本。
产品内的直接费用加上作业中心分配的间接费用，
据此编制各产品的成本预算。按流程归集费用，按
产品分配成本。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预算编制

    控制作业成本除进行作业价值分析外，

还应编制作业预算，以便对作业预算执行

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寻求进一步降低产品

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预算编制

作业中心资源耗费预算 金额单位：元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预算编制
作业中心成本分配预算 金额单位：元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预算编制

            
      A产品       B产品      C产品       D产品

直接材料 XXXX XXXX XXXX XXXX

直接人工 XXXX XXXX XXXX XXXX

产品设计 XXXX XXXX XXXX XXXX

订单处理 XXXX XXXX XXXX XXXX

………… XXXX XXXX XXXX XXXX

成本合计 XXXX XXXX XXXX XXXX

产品成本预算

资源
成本

产 品

金额单位：元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产品 X产品 Y产品 Z产品 合计

产量/件 10000 20000 4000 ——

直接材料/元 500000 1800000 80000 2380000

直接人工/元 580000 1600000 160000 2340000

制造费用/元 —— —— —— 3894000

直接人工工时/小时 30000 80000 8000 118000

  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品种法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产品 X产品 Y产品 Z产品 合计

直接人工
工时

    30000       80000      8000     
118000

分配率 3894000÷118000=33 

制造费用/元     990000
（33×30000）

    2640000
（33×80000）

    264000
（33×8000）

    
3894000

  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品种法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产品 X产品 Y产品 Z产品 合计

产量/件 10000 20000 4000 ——

直接材料/元 500000 1800000 80000 2380000

直接人工/元 580000 1600000 160000 2340000

制造费用/元 990000 2640000 264000 3894000

合计/元 2070000 6040000 504000 8614000

单位产品成本/元 207 302 126 ——

  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品种法

成本与工艺复杂程度无关。产品Z工艺最复杂，但产量小，因此
成本最小。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公司归集的成本库（流程再造）

序号 制造费用（按作业归集的资源耗费） 金额/元

1 设备装配 1212600

2 材料采购 200000

3 物料处理 600000

4 启动准备 3000

5 质量控制 421000

6 产品包装 250000

7 工程处理 700000

8 生产管理 507400

9 合     计 3894000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各产品作业量

制造费用 成本动因
作业量

合 计
产品X 产品Y 产品Z

设备装配 机器小时/小时 10000 25000 8000 43000

材料采购 订单数量/张 1200 4800 14000 20000

物料处理 材料移动/次数 700 3000 6300 10000

启动准备 准备次数/次数 1000 4000 10000 15000

质量控制 检验小时/小时 4000 8000 8000 20000

产品包装 包装次数/次 400 3000 6600 10000

工程处理 工程处理时间/小时 10000 18000 12000 40000

生产管理 人工工时/小时 30000 80000 8000 118000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各作业成本
制造费用 成本动因    年制造费用      年作业量   单位作业成本

设备装配 机器小时/小时 1212600 43000 28.2

材料采购 订单数量/张 200000 20000 10

物料处理 材料移动/次数 600000 10000 60

启动准备 准备次数/次数 3000 15000 0.2

质量控制 检验小时/小时 421000 20000 21.05

产品包装 包装次数/次 250000 10000 25

工程处理 工程处理时间/小
时

700000 40000 17.5

生产管理 直接人工/小时 507400 118000 4.3

合   计 3894000 ——



四、作业预算编制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各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
单位
作业
成本/
元

产品X 产品Y 产品Z

作业量
/件

作业成本
/元

作业量
/件

作业成本
/元

作业量
/件

作业成本
/元

设备装配 28.2 10000 282000 25000 705000 8000 225600

材料采购 10 1200 12000 4800 48000 14000 140000

物料处理 60 700 42000 3000 180000 6300 378000

启动准备 0.2 1000 200 4000 800 10000 2000

质量控制 21.05 4000 84200 8000 168400 8000 168400

产品包装 25 400 10000 3000 75000 6600 165000

工程处理 17.5 10000 175000 18000 315000 12000 210000

生产管理 4.3 30000 129000 80000 344000 8000 34400

     合计      —    — 734400    —— 1836200    —— 1323400



  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各产品成本分布
成本项目 产品X 产品Y 产品Z

直接材料 500000 1800000 80000

直接人工 580000 1600000 160000

设备装配 282000 705000 225600

材料采购 12000 48000 140000

物料处理 42000 180000 378000

启动准备 200 800 2000

质量控制 84200 168400 168400

产品包装 10000 75000 165000

工程处理 175000 315000 210000

生产管理 129000 344000 34400

合 计 1814400 5236200 1563400

产量/件 10000 20000 4000

单位产品成本 181.44
（工艺最简单）

261.81
（工艺相对复杂）

390.85
（工艺最复杂）



  不同成本计算方法结果的比较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产品X 产品Y 产品Z

产品成本（传统计算方法） 207.00 302.00 126.00

产品成本（作业成本法） 181.44 261.81 390.85

目标售价（传统成本法下的产品成本
×125%）

258.75 377.50 157.50

目标售价（作业成本法下的产品成本
×125%）

226.80 327.26 488.56

实际售价 258.75 328.00 250.00

产品Z在作业成本法下的成本很高，而原实际售价远低于成本，应提高

售价或降低成本，否则，应放弃生产Z产品。作业成本法信息更准确，

更有利于公司定价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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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的核算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