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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作业成本与责任成本

一、作业成本管理

（一）作业成本计算法的基本观念

1.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有序集合体，即作业链；作业链上存在着“资源—作业

—成本对象”的联结关系，即“作业耗用资源，产品耗用作业”。

2.直接费用的确认和分配与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一样，间接费用（主要是制造费用）的分配对象不再是产品，而是作业

活动。间接费用应基于资源耗用的因果关系进行分配，分为两个阶段：

根据作业活动耗用资源的情况，将资源耗费的成本（间接费用）分配给作业

依照成本对象（各产品）消耗作业的情况，把分配到作业中心的成本（作业成本）分配给成本对象

3.作业成本法的优势

克服了传统成本方法中间接费用责任划分不清的缺点，使以往一些不可控的间接费用变为可控，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

决策、计划和控制的作用，以促进作业管理和成本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相关概念

1.资源

企业生产耗费的原始形态，是成本产生的源泉，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间接制造费用等。

2.作业

1）在一个组织内为了某一目的而进行的耗费资源动作，是作业成本计算系统中最小的成本归集单元。

2）作业贯穿产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直至产品的发运销售，其中每个环节、每道

工序都可以视为一项作业。

3）作业按层次的分类

资源 企业作业活动系统所涉及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属于资源。

作业

含义 在一个组织内为了某一目的而进行的耗费资源动作。

类型

单位作业
指使单位产品受益的作业，作业的成本与产品的数量成正比，如加工零件、

对每件产品进行的检验等。

批次作业
指使一批产品受益的作业，作业的成本与产品的批次数量成正比，如设备调

试、生产准备等作业活动。

产品作业 指使某种产品的每个单位都受益的作业，如产品工艺设计作业等。

支持作业
指为维持企业正常生产，而使所有产品都受益的作业，作业的成本与产品数

量无相关关系，如厂房维修、管理作业等。

成本动因

亦称成本驱动因素，是指导致成本发生的因素，即成本的诱因。成本动因通常以作业活动耗费的资源来

进行度量，如质量检查次数、用电度数等。在作业成本法下，成本动因是成本分配的依据

类型

资源动因

是引起作业成本变动的驱动因素，反映作业量与耗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厂

房的折旧。

根据资源动因可以将资源成本分配给各有关作业

作业动因

是引起产品成本变动的驱动因素，反映产品产量与作业成本之间的因果关

系。比如检验成本的分配。

根据作业动因可以将作业成本分配给有关产品。

作业中心 又称成本库，是指构成一个业务过程的相互联系的作业集合，用来汇集业务过程及其产出的成本。



【示例】

【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关于成本动因（又称成本驱动因素）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成本动因可作为作业成本法中成本分配的依据

B.成本动因可按作业活动耗费的资源进行度量

C.成本动因可分为资源动因和生产动因

D.成本动因可以导致成本的发生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在作业成本法下，成本动因是成本分配的依据，选项 A 正确；成本动因通常以作业活动耗费的资源来进

行度量，选项 B 正确；成本动因又可以分为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选项 C 不正确；成本动因亦称成本驱动因素，是指

导致成本发生的因素，选项 D 正确。

（三）作业成本计算法与传统成本计算法的比较

1.相同点

直接费用（直接材料成本与直接人工成本）的确认与分配相同，都可以直接归集到成本对象。

2.区别——对间接费用（主要是制造费用）的分配不同

1）传统成本计算法

①各种不同性质（被不同成本动因所驱动）的制造费用首先按部门归集，然后以直接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为分配依据

（实质是以产量为基础），分配到各产品，分配路径为：“资源—部门—产品”。

②当企业生产多样性明显时，生产量小、技术要求高的产品成本分配偏低；生产量大、技术要求低的产品成本分配偏

高。

2）作业成本计算法

制造费用按照成本动因直接分配，分配路径为 “资源—作业—产品”，避免了传统成本计算法下的成本扭曲：

首先，确认发生制造费用的一个或多个作业环节；

然后，根据作业量的大小，将制造费用成本分配到各作业中（资源—作业）；

最后，依据相应的成本动因（作业动因），将各作业中心的成本分配到成本对象（作业—产品）。

【例题·判断题】作业成本计算法与传统成本计算法的主要区别是间接费用的分配方法不同。（ ）

【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作业成本计算法与传统成本计算法下，直接材料成本与直接人工成本都可以直接归集到成本对象，两者

的区别集中在对间接费用的分配上，主要是制造费用的分配。

（四）作业成本计算法的成本计算

1.成本计算分为两个阶段——“资源—作业—产品”

1）作业消耗资源，资源成本（按资源动因）分配给作业

识别作业，根据作业消耗资源的方式，将作业执行中耗费的资源分派（追溯和间接分配）到作业，计算作业的成本。

2）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成本（按作业动因）分配给产品

根据产品所消耗的成本动因，将第一阶段计算的作业成本分派（追溯和间接分配）到各有关成本对象。

2.作业成本计算法的具体步骤

1）为各类资源消耗设置相应的资源库，并归集资源库价值。



2）确认主要作业，并设立相应的作业中心，一般按重要性和同质性的要求进行作业划分，纳入同一个作业组，纳入同

一个作业组的作业应具备两个条件：

①属于同一类作业；

②对于不同产品来说，有着大致相同的消耗比率。

3）确定资源动因，并将各资源库汇集的价值分派到各作业中心。

【示例】

“产品质量检验作业”需要消耗电力资源，可以选择“消耗的电力度数”作为资源动因，将电力成本（资源库价值）

分配给产品质量检验作业（作业中心）。假设“产品质量检验作业”消耗 1000 度电（资源动因数量），每度电的成本

是 0.55 元（资源动因分配率），则可以确定“产品质量检验作业”中所含的“电力成本”为 550 元。

4）选择作业动因，并确定各作业成本的成本动因分配率（作业成本分配率）

①实际作业成本分配率＝

适用于：作业产出比较稳定的企业。

优点 计算的是实际成本，无需分配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的差异

缺点

1.作业成本资料只能在会计期末才能取得，不能随时提供进行决策的有关成本信息 ；

2.不同会计期间作业成本不同，作业需求量也不同，因此计算出的成本分配率时高时低 ；

3.容易忽视作业需求变动对成本的影响，不利于划清造成成本高低的责任归属

②预算作业成本分配率＝

优点：克服实际作业成本分配率的缺点，能够随时提供决策所需的成本信息，可以避免因作业成本变动和作业需求不

足引起的产品成本波动，并且有利于及时查清成本升高的原因。

5）计算作业成本和产品成本

①某产品耗用的作业成本

＝∑（该产品耗用的作业量×实际作业成本分配率）

②某产品当期发生成本

＝当期投入该产品的直接成本＋当期该产品耗用的各项作业成本

其中：直接成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