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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作业成本计算

【知识点一】作业成本的计算原理

（一）作业的认定 （二）作业成本库的设计 （三）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 （四）作业成本分配到成本对象

（一）作业的认定

【例】某企业作业清单

作业名称 作业说明

材料订购 包括选择供应商、签订合同、明确供应方式等

材料检验 对每批购入的材料进行质量、数量检验

生产准备 每批产品投产前，进行设备调整等准备工作

发放材料 每批产品投产前，将生产所需材料发往各生产车间

材料切割 将管材、圆钢切割成适于机加工的毛坯工件

车床加工 使用车床加工零件（轴和连杆）

铣床加工 使用铣床加工零件（齿轮）

刨床加工 使用刨床加工零件（变速箱外壳）

产品组装 人工装配变速箱

产品质量检验 人工检验产品质量

包装 用木箱将产品包装

车间管理 组织和管理车间生产、提供维持生产的条件

【提示】作业认定需要对每项消耗资源的作业进行定义，识别每项作业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与其他作业的区别，

以及每项作业与耗用资源的联系。

(二)作业成本库的设计

（1）单位级作业成本库 （2）批次级作业成本库 （3）品种级（产品级）作业成本库（4）生产维持级作业成本库

（1）单位级作业成本库

作业的含义 特点 举例

单位级作业是指每一单位产

品至少要执行一次的作业

单位级作业成本是直接成本，可以追溯到每个单位

产品上，即直接计入成本对象的成本计算单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工时、机

器成本和直接能源消耗

【提示】这种作业的成本与产量成比例变动。

（2）批次级作业成本库

作业的含义 特点 举例

批次级作业是指同时服务于每批

产品或许多产品的作业

它们的成本取决于批次，而不是每

批中单位产品的数量

生产前机器调试、成批产品转移至下一工序

的运输、成批采购和检验等

【提示】这种作业的成本与产品批次成比例变动。

（3）品种级（产品级）作业成本库



作业的含义 特点 举例

品种级作业是指服务于某种型号

或样式产品的作业

品种级作业成本仅仅因为某个特定的

产品品种存在而发生

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工艺规程制定、工

艺改造、产品更新等

【提示】这种作业的成本随产品品种数而变化，不随产量、批次数而变化。

（4）生产维持级作业成本库

作业的含义 特点 举例

生产维持级作业是指服务于

整个工厂的作业

它们是为了维护生产能力而进行的作业，不依赖于

产品的数量、批次和种类

工厂保安、维修、行政管理、

保险、财产税等

【2017 年•单选题】甲企业采用作业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每批产品生产前需要进行机器调试，在对调试作业中心

进行成本分配时，最适合采用的作业成本动因是（ ）。

A. 产品品种 B.产品数量 C.产品批次 D.每批产品数量

【答案】C

【解析】生产前机器调试属于批次级作业，它们的成本取决于批次，所以作业成本动因应采用产品批次，所以选项

C 正确。

【2017 年•多选题】下列各项作业中，属于品种级作业的有（ ）。

A.产品组装 B.产品生产工艺改造 C.产品检验 D.产品推广方案制定

【答案】BD

【解析】品种级作业是指服务于某种型号或样式产品的作业。例如，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工艺规程制定、工艺改造、

产品更新等。选项 A 属于单位级作业，选项 C 属于批次级作业。

（三）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

资源成本借助于资源成本动因分配到各项作业。

（四）作业成本分配到成本对象

单位作业成本=本期作业成本库归集的总成本/作业量

作业成本动因的种类

种类 主要内容 特点

业 务

动因

通常以执行的次数作为作业动因。

【假定】执行每次作业的成本（包括耗用的时间和单位时间耗用的资源）相等

精确度最差，但其执行

成本最低

持 续

动因

是指执行一项作业所需的时间标准。

【假定】执行作业的单位时间耗用的资源相等
精确度和成本居中

强 度

动因

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将作业执行中实际耗用的全部资源单独归集，直接计入某

一特定的产品。

强度动因一般适用于某一特殊订单或某种新产品试制等，用产品订单或工作单记

录每次执行作业时耗用的所有资源及其成本。

精确度最高，但其执行

成本最昂贵



【2016 年新•单选题】下列各项中，应使用强度动因作为作业量计量单位的是（ ）

A.产品的生产准备 B.产品的研究开发 C.产品的机器加工 D.产品的分批质检

【答案】B

【解析】强度动因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将作业执行中实际耗用的全部资源单独归集，并将该项单独归集的作业成

本直接计入某一特定产品。强度动因一般适用于某一特殊订单或某种新产品试制等，选项 B 正确。

【知识点二】作业成本的计算例示

1.计算作业成本分配率

实际作业成本分配率=当期实际发生的作业成本/当期实际作业产出

2.某产品耗用的作业成本=Σ（该产品耗用的作业量×实际作业成本分配率）

3.某产品当期发生总成本=当期投入该产品的直接成本+该产品当期耗用的各项作业成本

【教材例 15-1】DBX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生产服装。该公司的服装生产车间生产 3 种款式的夹克衫和 2 种款式的休闲

西服。夹克衫和西服分别由两个独立的生产线进行加工，每个生产线有自己的技术部门。5 款服装均按批组织生产，

每批 100 件。

（一）成本资料

该公司本月每种款式的产量和直接成本如表 15-3 所示。

产品品种 夹克 西服 合计

型号 夹克 1 夹克 2 夹克 3 西服 1 西服 2

本月批次（批） 8 10 6 4 2 30

每批产量（件） 100 100 100 100 100

产量（件） 800 1 000 600 400 200 3 000

每批直接人工成本 3 300 3 400 3 500 4 400 4 200

直接人工总成本 26 400 34 000 21 000 17 600 8 400 107 400

每批直接材料成本 6 200 6 300 6 400 7 000 8 000

直接材料总成本 49 600 63 000 38 400 28 000 16 000 195 000

本月制造费用发生额如表 15-4 所示。制造费用发生额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生产设备、检验和供应成本（批次级成本） 84000

夹克产品线成本（产品级作业成本） 54000

西服产品线成本（产品级作业成本） 66000

其他成本（生产维持级成本） 10800

制造费用合计 214800

制造费用分配率（直接人工） 200%

（二）按传统完全成本法计算成本

【要求】采用传统的完全成本法时，制造费用使用统一的分配率进行分配。

制造费用分配率=制造费用/直接人工成本=214800/107400=200%

产品型号 夹克 1 夹克 2 夹克 3 西服 1 西服 2 合计

直接人工 26 400 34 000 21 000 17 600 8 400 107 400

直接材料 49 600 63 000 38 400 28 000 16 000 195 000

制造费用分配率 200% 200% 200% 200% 200%

制造费用 52 800 68 000 42 000 35 200 16 800 214 800

总成本 128 800 165 000 101 400 80 800 41 200 517 200

每批成本 16 100 16 500 16 900 20 200 20 600

每件成本 161 165 169 202 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