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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计算分析题】东方公司下设 A、B两个投资中心，A 投资中心的息税前利润为 320 万元，投资额为 2000 万元，

公司为 A 投资中心规定的最低投资报酬率为 15%；B 投资中心的息税前利润为 130 万元，投资额为 1000 万元，公司为 B

投资中心规定的最低投资报酬率为 12%。目前有一项目需要投资 1000 万元，投资后可获息税前利润 140 万元。

要求：

（1）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看，A、B投资中心是否会愿意接受该投资；

（2）从剩余收益的角度看，A、B 投资中心是否会愿意接受该投资；

（3）说明以投资报酬率和剩余收益作为投资中心业绩评价指标的优缺点。

【正确答案】

（1）该项目的投资报酬率＝140/1000×100%＝14%

A 投资中心目前的投资报酬率＝320/2000×100%＝16%

B 投资中心目前的投资报酬率＝130/1000×100%＝13%

因为该项目投资报酬率（14%）低于 A投资中心目前的投资报酬率（16%），高于目前 B 投资中心的投资报酬率（13%），

所以 A 投资中心不会愿意接受该投资，B投资中心会愿意接受该投资。

（2）A投资中心接受新投资前的剩余收益＝320－2000×15%＝20（万元）;

A 投资中心接受新投资后的剩余收益＝（320＋140）－3000×15%＝10（万元）

由于剩余收益下降了，所以，A投资中心不会愿意接受该投资。

B 投资中心接受新投资前的剩余收益＝130－1000×12%＝10（万元）

B 投资中心接受新投资后的剩余收益＝（130＋140）－2000×12%＝30（万元）

由于剩余收益提高了，所以，B投资中心会愿意接受该投资。

（3）以投资报酬率作为投资中心业绩评价指标的优点：促使经理人员关注营业资产运用效率，利于资产存量的调整，

优化资源配置；缺点：过于关注投资报酬率会引起短期行为的产生，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

导致经理人员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以剩余收益作为投资中心业绩评价指标的优点：弥补了投资报酬率指标会使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冲突的不足；缺点：

绝对指标，难以在不同规模的投资中心之间进行业绩比较。仅反映当期业绩，单纯使用这一指标也会导致投资中心管

理者的短视行为。

（五）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

1.内部转移价格的含义

企业内部分公司、分厂、车间、分部等责任中心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资金等内部交易时所采用的计价标准。

2.内部转移价格的意义

（1）有效地防止成本转移引起的责任中心之间的责任转嫁，使每个责任中心都能够作为单独的组织单位进行业绩评价；

（2）作为一种价格信号引导下级采取正确决策，保证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

3.内部转移价格的类型

（1）价格型：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制定的、由成本和毛利构成内部转移价格的方法，一般适用于内部利润中心。

①外销价或活跃市场报价：适用于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经常外销且外销比例较大或有外部活跃市场可靠报价的情况。

②参照外部市场价或预测价制定模拟市场价：适用于不对外销售且外部市场没有可靠报价的产品（或服务），或企业管理层

和有关各方认为不需要频繁变动价格的情况。

③在生产成本基础上加一定比例毛利：适用于没有外部市场但企业出于管理需要设置为模拟利润中心的责任中心。

（2）成本型：以标准成本等相对稳定的成本数据为基础，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方法，一般适用于内部成本中心。

①适用情况：内部转移的产品或劳务没有市价；

②形式：完全成本、完全成本加成、变动成本以及变动成本加固定制造费用；

③特点：简便、客观，但存在信息和激励方面的问题。

（3）协商型：企业内部供求双方为使双方利益相对均衡，通过协商机制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方法。

①主要适用于分权程度较高的情形；

②前提是中间产品存在非完全竞争的外部市场；

③上限是市场价格，下限则是单位变动成本。



【例题·单项选择题】公司采用协商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时，协商价格的下限一般为（）。

A.完全成本加成

B.市场价格

C.单位变动成本

D.单位完全成本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协商价格的上限是市场价格，下限则是单位变动成本。

【例题·单项选择题】以成本为基础制定内部转移价格时，下列各项中，不适合作为转移定价基础的是（）。

A.变动成本

B.固定成本

C.变动成本加固定制造费用

D.完全成本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成本型内部转移定价包括完全成本、完全成本加成、变动成本以及变动成本加固定制造费用四种形式。

本章小结

一、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

二、本量利分析

1.基本原理：假设、基本关系式、边际贡献

2.盈亏平衡分析：单一产品、产品组合

3.安全边际分析

4.本量利关系图：传统式、边际贡献式、利量式

5.目标利润分析

6.利润的敏感性分析：敏感系数

7.本量利分析在经营决策中的应用

三、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

1.标准成本的含义与制定

2.标准成本差异的计算与分析

（1）变动成本差异（计算、原因、责任归属）：数量差异、价格差异

（2）固定制造费用差异：二差异（实际成本、预算成本、标准成本）；三差异（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实际工时、实际产

量下标准工时）

四、作业成本管理

1.相关概念：

2.作业成本法的具体步骤

3.作业成本管理：流程价值分析（成本动因分析、作业分析、作业业绩考核）

五、责任成本管理

1.责任中心及其考核

2.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