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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题】己公司长期以来只生产X产品，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2016年度X产品实际销售量为600万件，销售单价为30元，单位变动成本为16元，固定成本总额为

2800万元，假设2017年X产品单价和成本性态保持不变。资料二：公司按照指数平滑法对各年销售量进行预测，

平滑指数为0.7。2015年公司预测的2016年销售量为640 万件。

资料三：为了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公司决定2017年放宽X 产品销售的信用条件，延长信用期，预计销售量

将增加120万件，收账费用和坏账损失将增加350万元，应收账款年平均占有资金将增加1700万元，资本成本

率为6%。

资料四：2017年度公司发现新的商机，决定利用现有剩余生产能力，并添置少量辅助生产设备，生产一种新

产品Y。预计Y 产品的销售量为300万件，销售单价为36元，单位变动成本为20万元，固定成本每年增加600

万元，与此同时，X产品的销售会受到一定冲击，其年销售量将在原来基础上减少200万件。

要求：

（1）根据资料一，计算2016年度下列指标：①边际贡献总额；②保本点销售量；③安全边际额；④安全边际

率。

（2）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二，完成下列要求：①采用指数平 滑法预测2017年度X产品的销售量；②以2016年

为基期计算经营杠杆系数；③预测2017年息税前利润增长率。

（3）根据资料一和资料三，计算公司因调整信用政策而预计增加的相关收益（边际贡献）、相关成本和相关

资 料，并据此判断改变信用条件是否对公司有利。

（4）根据资料一和资料四，计算投产新产品Y为公司增加的息税前利润，并据此做出是否投产新产品Y的经

营决策。

【答案及解析】

（1）①边际贡献总额=600×（30-16）=8400（万元）

②保本点销售量=2800/（30-16）=200（万件）

③安全边际额=（600-200）×30=12000（万元）

④安全边际率=（600-200）/600=66.67%

（2）①2017年度X产品的预计销售量=0.7×600+（1-0.7）×640=612（万件）

②以2016年为基期计算的经营杠杆系数=8400/（8400-2800）=1.5

③预计2017年销售量增长率=（612-600）/600×100%=2%

预测2017年息税前利润增长率=1.5×2%×100%=3%

（3）增加的相关收益=120×（30-16）=1680（万元）

增加的相关成本=350+1700×6%=452（万元）

增加的相关利润=1680-452=1228（万元）

改变信用条件后公司利润增加，所以改变信用条件对公司有利。

（4）增加的息税前利润=300×（36-20）-600-200×（30-16）=1400（万元）

投资新产品Y后公司的息税前利润会增加，所以应投产新产品Y。

（二）标准成本

【考点1】总标准成本差异分析

总差异=实际产量下实际成本-实际产量下标准成本=用量差异+价格差异

【考点2】成本差异计算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实际用量*（实际单价-标准单价）

直接材料数量差异 （实际用量-标准用量）*标准单价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量） （实际工时－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

工资率差异（价） 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标准工资率）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实际工时－标准工时）×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实际工时×（变动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单选题】（2021年）某产品标准工时为2小时/件，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为3元/小时，如果实际产量为3000

件，实际工时为6300小时，实际变动制造费用为20160元。则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为（）。

A.1260元 B.630元 C.2160元 D.900元

【答案】D

【解析】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实际工时-标准工时）×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6300-3000×2）×3=900

（元）（超支）。

【考点3】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分析

标准分配率=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总额（预算总额）/预算总工时

【计算分析题】（2021年）甲公司生产某产品，预算产量为10000件，单位标准工时为1.2小时/件，固定制造

费用预算总额为36000元。该产品实际产量为9500件，实际工时为15000小时，实际发生固定制造费用38000元。

公司采用标准成本法，将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分解为三差异进行计算与分析。

要求：

（1）计算固定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2）计算固定制造费用产量差异。

（3）计算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4）计算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并指出该差异属于有利还是不利差异。

【答案】

固定制造费用耗费差异=38000-36000=2000（元）（超支）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36000/（10000×1.2）=3（元/小时）



固定制造费用产量差异=（10000×1.2-15000）×3=-9000（元）（节约）

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15000-9500×1.2）×3=10800（元）（超支）（4）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38000-9500

×1.2×3=3800（元）（超支）

该差异属于不利差异。

【单选题】（2018年）某产品的预算产量为10000件，实际产量为9000件，实际发生固定制造费用180000元，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为8元/小时，工时标准为1.5小时/件，则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为（）。

超支72000元 B.节约60000元

C.超支60000元 D.节约72000元

【答案】A

【解析】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180000-9000×8×1.5=72000（元）（超支）

【判断题】（2017年）在标准成本法下，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是指固定制造费用实际金额与固定制造费用

预算金额之间的差异。（ ）

『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在标准成本法下，固定制造费用耗费差异是指固定制造费用实际金额与固定制造费用预算金

额（按照预算产量计算）之间的差异，固定制造费用项目成本差异是指固定制造费用项目实际成本与其标

准成本之间的差额。

（三）作业成本

相关考点：

（1）作业中心设计（产量级、批别级、品种级、顾客级、设施级）

（2）作业动因选择和计量（交易动因、持续时间动因、强度动因）

（3）增值作业与非增值作业；增值成本与非增殖成本

（4）作业成本管理节约途径（消除、选择、减少和共享）

（四）责任中心

【考点1】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

【2019考题·多选题】在责任成本管理体制下，有关成本中心说法错误的有（ ）。

A.成本中心对边际贡献负责 B.成本中心对不可控成本负责

C.成本中心对可控成本负责 D.成本中心对利润负责

【正确答案】ABD

【答案解析】成本中心只对可控成本负责，不负责不可控成本。

【2019考题·单选题】在责任绩效评价中，用于评价利润中心管理者业绩的理想指标是（ ）。

A.部门税前利润 B.可控边际贡献 C.边际贡献 D.部门边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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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可控边际贡献也称部门经理边际贡献，它衡量了部门经理有效运用其控制下的资源的能力，是

评价利润中心管理者业绩的理想指标。

【计算分析题】甲公司为某企业集团的一个投资中心，X是甲公司下设的一个利润中心，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2012年X利润中心的营业收入为120万元，变动成本为72万元，该利润中心负责人可控固定成本为10

万元，不可控但应由该利润中心负担的固定成本为8万元。

资料二：甲公司2013年初已投资700万元，预计可实现利润98万元，现有一个投资额为300万元的投资机会，

预计可获利润36万元，该企业集团要求的最低投资收益率为10%。

要求：

（1）根据资料一，计算X利润中心2012年度的部门边际贡献。

（2）根据资料二，计算甲公司接受新投资机会前的投资收益率和剩余收益。

（3）根据资料二，计算甲公司接受新投资机会后的投资收益率和剩余收益。

（4）根据（2），（3）的计算结果从企业集团整体利益的角度，分析甲公司是否应接受新投资机会，并说明

理由。

『正确答案』

（1）部门边际贡献＝120－72－10－8＝30（万元）

（2）投资收益率＝98/700×100%＝14%

剩余收益＝98－700×10%＝28（万元）

（3）投资收益率＝（98＋36）/（700＋300）×100%＝13.4%

剩余收益＝（98＋36）－（700＋300）×10%＝34（万元）

从企业集团整体利益角度，甲公司应该接受新投资机会。因为接受新投资机会后，甲公司的剩余收益增加了。

【考点2】内部转移价格制定

【单选题】（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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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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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选题】（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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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