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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作业成本法的概念与特点

【知识点一】作业成本法的产生背景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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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生产两种产品（教材和宣传画），教材数量多，但是印刷的要求并不高；宣传画数量少，但是印刷的要求很高。

总体制造费用为 10 万元，前者耗用工时为 95 个，后者耗用工时为 5 个。

涉及到的工作：调试、印刷、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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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业成本法的产生背景

随着“机器取代人”的自动化制造时代来临。

其特征就是直接人工成本比重大大下降，制造费用（主要是折旧费用等固定成本）比重大大增加，因此制造费用的

分配科学与否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产品成本计算的准确性和成本控制的有效性。

（二）作业成本法的含义

作业成本法是将间接成本和辅助费用更准确地分配到产品和服务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

【知识点二】作业成本法的核心概念 （一）核心概念

相关概念 要点

作业 作业是指企业中特定（成本中心、部门或产品线）重复执行的任务或活动

资源 资源是指作业耗费的人工、能源和实物资产（车床和厂房等）

成本动因 成本动因是指作业成本或产品成本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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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因的分类

资源成本动因：是引起作业成本增加的驱动因素。

依据资源成本动因可以将资源成本分配给各有关作业。

作业成本动因：是引起产品成本增加的驱动因素。

依据作业成本动因可以将作业成本分配给各产品。

【知识点三】作业成本法的主要特点

特点 内容

1．成本计算分为两个阶

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服务或顾客）消耗作业”。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作业成本法把成本计算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

作业成本法下，间接成本的分配路径是：“资源→作业→产品”；

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下，间接成本的分配路径是：“资源→部门→产品”

2 .成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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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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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和动因分配，

尽可能减少不准

确的分摊，因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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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成本信息

成本追溯，是指把成本直接分配给相关的成本对象。

【提示】使用追溯方式得到的产品成本是最准确的

动因分配，是指根据成本动因将成本分配到各成本对象的过程。

【提示】动因分配虽然不像追溯那样准确，但只要因果关系建立恰当，成本分配

的结果同样可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程度。

分摊，有些成本既不能追溯，也不能合理、方便地找到成本动因，只好使用产量

作为分配基础，将其强制分摊给成本对象

3．成本分配使用众多不同层面

的成本动因

采用不同层面的、众多的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分配，要比采用单一分配基础更加合

理，更能保证产品成本计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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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费用 成

传统成本计算 单一标准 本

间接费用 对

象

直接费用 成

作业成本计算 本

间接费用 作业 对

象

传统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

成本集合内部缺乏同质性 成本集合内部有同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