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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

财务成本管理

习题精析班

第三编 管理会计

三、计算分析题

1.丁公司目前生产产品需要利用一种零件，每年制造产品需要零件 20000 件，外购成本每件 120 元，企业已有的生

产车间有能力制造这种零件，自制零件的单位相关成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要求：结合下列各种互不相干的情况，分别做出该零件的生产决策。

(1)如果公司现在具有足够的剩余生产能力，且剩余生产能力无法转移。

(2)如果公司现在具备足够的剩余生产能力，但剩余生产能力可以转移用于加工其他产品，每年可以节省外购成本

40000 元。

(3)如果公司目前只有生产零件 10000 件的生产能力，且无法转移。若自制 20000 件，则还需租入备一台，月租金

50000 元，这样使零件的生产能力达到 25000 件；公司也可以采用自制和外购两种方式的结合，既可自制一部分，

又可外购一部分。

相关成本资料(单位：元)

直接材料 60

直接人工 25

变动制造费用 15

固定制造费用 20

【答案】(1)自制的单位变动成本=60+25+15=100(元/件）

外购的相关成本=120(元/件）

由于自制方案比外购方案每年节约的成本=(120-100)×20000=400000(元），

应采用自制方案。

(2)差额成本分析表(单位：元)

自制成本 外购成本 差额成本

变动成本 100×20000=2000000120×20000=2400000-400000

机会成本 40000 40000

相关成本合计2040000 2400000 -360000

从表可知，自制成本 2040000 元低于外购成本 2400000 元，公司应该自制。

(3)相关成本分析表(单位：元)

自制成本 外购成本自制加外购方案

变动成本 2000000 2400000 100×10000+120×10000= 2200000

专属成本 50000×12=600000

相关成本合计2600000 2400000 2200000

从表可知，自制一部分加外购一部分的相关成本最低，公司应该选择自制一部分加外购一部分。

2.甲公司是一家新冠疫苗制药企业，研发出一种专利产品，生产该产品的项目已完成可行性分析，厂房建造和设备

购置安装工作已完成，该产品将于 2021 年开始生产销售，目前，公司正对该项目进行盈亏平衡分析，相关资料如下：

（1）专利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为 150 万元，专利有效期 10 年，预计无残值；建造厂房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成

本为 500 万元，使用年限 50 年，预计无残值，两种资产均采用直线法计提摊销。厂房建造成本 400 万元，折旧年限

30 年，预计净残值率为 10%；设备购置成本 200 万元，折旧年限 10 年，预计净残值率为 5%，两种资产均采用直线

法计提折旧。

（2）该产品销售价格每瓶 90 元，销量每年可达 10 万瓶，每瓶材料成本 20 元、变动制造费用 10 元、包装成本 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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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人员实行固定工资制，生产工人和销售人员实行基本工资加提成制，预计需要新增管理人员 2 人，每人每

年固定工资 7.5 万元；新增生产工人 25 人，人均月基本工资 1500 元，生产计件工资每瓶 2 元；新增销售人员 5 人，

人均月基本工资 1500 元，销售提成每瓶 5 元。每年新增其他费用：财产保险费 4 万元，广告费 50 万元，职工培训

费 10 万元，其他固定费用 11 万元。

（3）假设年生产量等于年销售量。

要求：

（1）计算新产品的年固定成本总额和单位变动成本。

（2）计算新产品的盈亏平衡全年销售量、安全边际率和年息税前利润。

（3）基于目前的单位售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和销量，分别计算在这些参数增长 10%时息税前利润对各参数

的敏感系数，然后按息税前利润对这些参数的敏感程度进行排序，并指出对息税前利润而言哪些参数是敏感因素。

【答案】

（1）年摊销额＝150/10＋500/50＝25（万元）

年折旧＝（400－400×10%）/30＋（200－200×5%）/10＝31（万元） 年固定成本＝25＋31＋2×7.5＋25×0.15×

12＋5×0.15×12＋4＋50＋10＋11＝200（万元）单位变动成本＝20＋10＋3＋2＋5＝40（元）

（2）盈亏平衡全年销售量＝200/（90－40）＝4（万瓶）安全边际率＝（10－4）/10×100%＝60% 年息税前利润＝

10×（90－40）－200＝300（万元）

（3）单价增长 10%时，息税前利润增加 90×10%×10＝90（万元），

息税前利润增长率＝90/300×100%＝30%，

息税前利润对单价的敏感系数＝30%/10%＝3；

单位变动成本增长 10%时，息税前利润降低 40×10%×10＝40（万元），

息税前利润增长率＝－40/300×100%＝－13.33%，息税前利润对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数＝－13.33%/10%＝－1.33；

固定成本增长 10%时，息税前利润降低 200×10%＝20（万元），息税前利润增长率＝－20/300×100%＝－6.67%，

息税前利润对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6.67%/10%＝－0.67；销量增长 10%时，息税前利润增加 10×10%×（90－40）

＝50（万元），息税前利润增长率＝50/300×100%＝16.67%，息税前利润对销量的敏感系数＝16.67%/10%＝1.67。

敏感程度由大到小的排序为单价、销量、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其中，单价、销量、单位变动成本是敏感因素。

3.丁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年产销量为 5 万件，单位产品售价为 20 元。为了降低成本，计划购置新生产线。购置价

为 202 万元，预计使用寿命 10 年，到期收回残值 2 万元，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据预测可使变动成本降低 20%，产

销业务量不变。现有生产线的年折旧额为 6 万元，购置新生产线后现有的生产线不再计提折旧。其他的固定成本不

变。目前生产条件下的变动成本为 40 万元，固定成本为 24 万元。

要求：

（1）计算目前的安全边际率和利润；（2）计算购置新生产线之后的安全边际率和利润；

（3）判断购置新生产线是否经济？（4）如果购置新生产线企业经营的安全性水平有何变化？

【答案】

（1）目前的单位产品变动成本＝40/5＝8（元），单位产品边际贡献＝20－8＝12（元）

盈亏临界点销售量＝24/12＝2（万件） 安全边际率＝（5－2）/5×100%＝60%利润＝5×12－24＝36（万元）

（2）购置新生产线之后的单位产品变动成本＝8×（1－20%）＝6.4（元）

单位产品边际贡献＝20－6.4＝13.6（元）固定成本＝24－6＋（202－2）/10＝38（万元）

盈亏临界点销售量＝38/13.6＝2.79（万件）安全边际率＝（5－2.79）/5×100%＝44.2%利润＝5×13.6－38＝30

（万元）

（3）由于利润下降，所以购置新生产线不经济。

（4）由于安全边际率降低，因此，企业经营的安全性水平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