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 责任会计

第四节 利润中心

一、利润中心的划分和类型

定

义

对利润负责的责任中心。由于利润等于收入减去成本或费用，所以利润中心是对收入、成本或费用

都要承担责任的责任中心。

【提示】并不是可以计量利润的组织单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中心。从根本目的上看，利润中心

是指管理人员有权对其供货的来源和市场的选择进行决策的单位

类

型

自然的利润中心 指可以直接向企业外部出售产品，在市场上进行购销业务

人为的利润中心 在企业内部按内部转移价格出售产品

二、利润中心的考核指标

对于利润中心进行考核的指标主要是利润。

尽管利润指标具有综合性，但仍然需要一些非货币的衡量方法作为补充，包括生产率、市场地位、产品质

量、职工态度、社会责任、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平衡等。

指标及计算 特点

部门边际贡献=部门销售收入-

部门变动成本总额

以边际贡献作为利润中心的业绩评价依据不够全面

部门可控边际贡献=部门边际贡

献-部门可控固定成本

以可控边际贡献作为业绩评价依据可能是最好的，它反映了部门经理

在其权限和控制范围内有效使用资源的能力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部门可控边

际贡献-部门不可控固定成本

以部门税前经营利润作为业绩评价依据，可能更适合评价该部门对公

司利润和管理费用的贡献，而不适合于部门经理的评价

【2021 年·单选题】甲公司是一家家电制造企业,下设 M 事业部为利润中心 7月份销售收入 2 500 万元，

变动成本 1200 万元，部门可控固定成本 400 万元不可控固定成本 200 万元，甲公司分配给 M 事业部的管

理费用 100 万元。评价 M 事业部经理业绩的部门可控边际贡献的金额是（）万元。

A.800 B.900 C.1200 D.1300

【答案】B

【解析】部门可控边际贡献=部门销售收入-部门变动成本总额-部门可控固定成本=2 500-1 200-400=900

（万元）。

【2018 年•单选题】在下列业绩评价指标中，最适合评价利润中心部门经理的是（ ）。

A.部门可控边际贡献 B.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C.部门边际贡献 D.部门税后经营利润

【答案】A

【解析】可控边际贡献反映了部门经理在其权限和控制范围内有效使用资源的能力，最适合评价利润中心

部门经理的业绩。

【2017 年•单选题】甲部门是一个利润中心。下列各项指标中，考核该部门经理业绩最适合的指标是（ ）。

A.部门边际贡献 B.部门税后利润 C.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D.部门可控边际贡献

【答案】D

【解析】以可控边际贡献作为业绩评价依据可能是最佳选择，因其反映了部门经理在其权限和控制范围内

有效使用资源的能力。部门经理可控制收入以及变动成本和部分固定成本，因而可以对可控边际贡献承担

责任，所以选项 D正确。

【教材例 18-1】某公司某一个部门的有关数据如表 18-1 所示。

项目 成本费用 收益

部门销售收入 15 000



部门变动销货成本 8 000

部门变动费用 2 000

（1）部门边际贡献 5 000

部门可控固定成本 800

（2）部门可控边际贡献 4 200

部门不可控固定成本 1 200

（3）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3 000

以边际贡献 5 000 元作为业绩评价依据不够全面。部门经理至少可以控制某些固定成本，并且在固定成本

和变动成本的划分上有一定选择余地。以边际贡献为评价依据，可能导致部门经理尽可能多地支出固定成

本以减少变动成本支出，尽管这样做并不能降低总成本。因此，业绩评价时至少应包括可控制的固定成本。

以可控边际贡献 4 200 元作为业绩评价依据可能是最好的，它反映了部门经理在其权限和控制范围内有效

使用资源的能力。

以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3 000 元作为业绩评价依据，可能更适合评价该部门对企业利润和管理费用的贡献，

而不适合于部门经理的评价。如果要决定该部门的取舍，部门税前经营利润是有重要意义的信息。如果要

评价部门经理的业绩，由于有一部分固定成本是过去最高管理阶层投资决策的结果，现在的部门经理已很

难改变，部门税前经营利润则超出了经理人员的控制范围。

三、利润中心业绩报告

业绩考核指标 通常为该利润中心的部门边际贡献、分部经理可控边际贡献和部门可控边际

贡献。

业绩报告格式 分别列出指标的预算数、实际数及实际与预算对比的差异数三栏式表格

编报形式 自下而上逐级汇编的，直至整个企业的息税前利润

项目 预算 实际 差异

部门销售收入

减：部门变动成本

部门边际贡献

部门可控的固定成本

部门可控边际贡献

部门不可控固定成本

部门税前边际贡献

245 000

111 000

134 000

24 000

110 000

18 000

92 000

248 000

112 000

136 000

24 500

111 500

18 900

92 600

300（F）

1 000（U）

2 000（F）

500（U）

1 500（F）

900（U）

600（F）

第五节 投资中心

一、投资中心的划分

投资中心是指某些分散经营的单位或部门，其经理所拥有的自主权不仅包括制定价格、确定产品和生产方

法等短期经营决策权，而且还包括投资规模和投资类型等投资决策权。

二、投资中心的考核指标

（一）投资报酬率

1.指标计算

部门投资报酬率=部门税前经营利润÷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

【教材例 18-2】某公司有 A和 B两个部门，有关数据如表 18-2 所示。

某公司 A、B 部门相关数据 单位：元

项目 A部门 B部门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108000 90000



所得税（税率 25%） 27000 22500

部门税后经营净利润 81000 67500

部门平均经营资产 900000 600000

部门平均经营负债 50000 40000

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部门平均净投资资本） 850000 560000

【要求】公司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为 11%，

（1）计算 AB 两个部门的投资报酬率

（2）B 部门经理面临一个税前投资报酬率为 13%的投资机会，投资额为 100000 元，每年部门税前营业利

润 13000 元。若利用投资报酬率评价部门业绩，B部门是否接受投资？

（3）假设该 B 部门现有一项资产价值 50000 元，每年税前获利 6500 元，税前投资税前报酬率为 13%，若

利用投资报酬率评价部门业绩，B 部门是否会放弃该投资？

【答案】

（1）A 部门投资报酬率=部门税前经营利润÷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108000÷850000=12.71%

B 部门投资报酬率=90000÷560000=16.07%

（2）接受投资后 B 部门的投资报酬率=（90000+13000）/（560000+100000）×100%=15.61%

该投资税前投资报酬率 13%，超过了公司要求的报酬率，对公司有利，但它却使这个部门的投资报酬率由

过去的 16.07%下降到 15.61%，若利用投资报酬率评价部门业绩，B 部门经理不愿接受投资。

（3）放弃投资后的投资报酬率=（90000-6500）/（560000-50000）×100%=16.37%

该投资税前投资报酬率 13%，超过了公司要求的报酬率，对公司有利，但 B部门经理却愿意放弃该项资产，

以提高部门的投资报酬率。

2.指标的优缺点

指标优点 （1）它是根据现有的会计资料计算的，比较客观；

（2）相对数指标，可用于部门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

（3）部门投资报酬率可以分解为投资周转率和部门经营利润率两者的乘积，并可进一步分解

为资产的明细项目和收支的明细项目，从而对整个部门的经营状况作出评价

指标缺点 部门经理会放弃高于公司要求的报酬率而低于目前部门投资报酬率的机会，或者减少现有的

投资报酬率较低但高于公司要求的报酬率的某些资产，使部门的业绩获得较好评价，但却损

害了公司整体的利益

（二）剩余收益

1.指标的计算

部门剩余收益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应计报酬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

续【教材例 18-2】某公司有 A 和 B 两个部门，有关数据如表 18-2 所示。

某公司 A、B 部门相关数据 单位：元

项目 A部门 B部门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108000 90000

所得税（税率 25%） 27000 22500

部门税后经营净利润 81000 67500

部门平均经营资产 900000 600000

部门平均经营负债 50000 40000

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部门平均净投资资本） 850000 560000

【要求】

（4）假设 A 部门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为 10%，B 部门的风险较大，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为 12%，计算



各部门的剩余收益。

（5）如果采用剩余收益作为部门业绩评价标准，B 部门经理如果采纳前面提到的投资机会（税前投资报酬

率为 13%，投资额为 100000 元，每年税前获利 13000 元），其剩余收益为多少？

（6）B 部门经理如果采纳前面提到的减少一项现有资产的方案（价值 50000 元，每年税前获利 6500 元，

税前投资报酬率为 13%），其部门剩余收益为多少？

【答案】

（4）A 部门剩余收益=部门税前经营利润－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108000-850000

×10%=23000（元）

B 部门剩余收益=90000-560000×12%=22800（元）

（5）采纳投资方案后剩余收益=（90000+13000）-（560000+100000）×12%=23800（元）

（6）采纳减资方案后剩余收益=（90000-6500）-（560000-50000）×12%=22300（元）

因此，B部门经理会采纳投资方案而放弃减资方案，与公司总目标一致。

2.指标的优缺点

优点：

（1）与增加股东财富的目标一致，可以使业绩评价与公司的目标协调一致，引导部门经理采纳高于公司

资本成本的决策；

（2）允许使用不同的风险调整资本成本

缺点：指标是绝对数指标，不便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和部门之间的比较

关系公式

部门剩余收益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

=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部门投资报酬率-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

=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部门投资报酬率-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

【2022 年·多选题】甲公司用投资报酬率指标考核下属投资中心，该指标的优点有（）。

A.便于按风险程度的不同调整资本成本 B.可避免部门经理产生“次优化”行为

C.可以分解为投资周转率和部门经营利润率的乘积 D.便于不同部门及不同行业之间的业绩比较

【答案】CD

【解析】选项 AB 是剩余收益指标的优点。

【2010 年•多选题】剩余收益是评价投资中心业绩的指标之一。下列关于剩余收益指标的说法中，正确的

有（ ）。

A.剩余收益可以根据现有财务报表资料直接计算

B.剩余收益可以引导部门经理采取与企业总体利益一致的决策

C.计算剩余收益时，对不同部门可以使用不同的资本成本

D.剩余收益指标可以直接用于不同部门之间的业绩比较

【答案】BC

【解析】剩余收益的计算需要利用资本成本，资本成本不能根据现有财务报表资料直接计算，选项 A 错误；

剩余收益是绝对数指标，不便于不同规模的投资中心业绩的比较，选项 D错误。

【2018 年•多选题】作为评价投资中心的业绩指标，部门投资报酬率的优点有（ ）。

A.可用于比较不同规模部门的业绩

B.有利于从投资周转率以及部门经营利润角度进行经营分析

C.根据现有会计资料计算，比较方便

D.可以使业绩评价与企业目标协调一致

【答案】ABC



【解析】用部门投资报酬率来评价投资中心业绩有许多优点：它是根据现有的会计资料计算的，比较客观，

可用于部门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部门投资报酬率可以分解为投资周转率和部门经营利润率两者

的乘积，并可进一步分解为资产的明细项目和收支的明细项目，从而对整个部门经营状况做出评价。正确

选项为 ABC。选项 D 是剩余收益的一个主要优点。

三、投资中心业绩报告

业绩考核指标 主要考核指标是投资报酬率和剩余收益，补充的指标是现金回收率和剩余现

金流量。

业绩报告格式 评价指标的预算数、实际数及实际与预算的对比的差异数三栏式表格。

投资中心业绩报告 单位：元

项目 预算 实际 差异

部门销售收入

变动成本

边际贡献

可控固定成本

部门可控边际贡献

部门不可控固定成本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573 000

246 000

327 000

140 000

187 000

12 000

175 000

591 000

251 200

339 800

141 400

198 400

15 000

183 400

18 000（F）

5 200（U）

12 800（F）

1 400（U）

11 400（F）

3 000（U）

8 400（F）

经营资产：

现金

应收账款

存货

固定资产（原值）

部门平均净经营资产

15 500

110 000

90 000

450 000

665 500

17 000

131 000

92 500

450 000

690 500

1 500

21 000

2 500

0

25 000

部门投资报酬率 26.3% 26.6% 0.3%（F）

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要求

的税前投资收益

部门剩余收益

12%

79 860

95 140

12%

82 860

100 540

5 400（F）

【2017 年•计算题】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正对内部 A、B投资中心进行业绩考核。2016 年相关资料如

下：

投资中心 税前经营利润 平均经营资产 平均经营负债 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

A 投资中心 153000 1350000 75000 10%

B 投资中心 134400 900000 60000 12%

要求：

（1）分别计算 A、B两个投资中心的部门投资报酬率和部门剩余收益（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用列出计

算过程）。

指标 A 投资中心 B 投资中心

目前状态 部门投资报酬率

部门剩余收益

（2）假定公司现有一投资机会，投资额 20 万元，每年可创造税前经营利润 26000 元，如果 A、B 投资中

心都可进行该投资，且投资前后各自要求的税前投资报酬率保持不变，计算 A、B 投资中心分别投资后的

部门投资报酬率和部门剩余收益；分析如果公司分别采用投资报酬率和剩余收益对 A、B 投资中心进行业

绩考核，A、B投资中心是否愿意进行该投资（结果填入下方表格中，不用列出计算过程）。



指标 A投资中心 B投资中心

投资后 部门投资报酬率 计算结果

是否投资

部门剩余收益 计算结果

是否投资

（3）综合上述计算，分析部门投资报酬率和部门剩余收益作为投资中心业绩评价指标的优缺点。

【答案】（1）

指标 A投资中心 B 投资中心

目前状态 部门投资报酬率 153000/（1350000-75000）

=12%

134400/（900000-60000）=16%

部门剩余收益 153000-（1350000-75000）×

10%=25500

134400-（900000-60000）×12%=33600

（2）

指标 A投资中心 B投资中心

投资后 部门投资

报酬率

计算结果 （153000+26000）/

（1350000-75000+200000）

=12.14%

（134400+26000）/

（900000-60000+200000）=15.42%

是否投资 投资 不投资

部门剩余

收益

计算结果 （153000+26000）-

（1350000-75000+200000）×

10%=31500

（134400+26000）-

（900000-60000+200000）×

12%=35600

是否投资 投资 投资

（3）①用部门投资报酬率来评价投资中心业绩的优点：它是根据现有的会计资料计算的，比较客观，可

用于部门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部门投资报酬率可以分解为投资周转率和部门经营利润率两者的

乘积，并可进一步分解为资产的明细项目和收支的明细项目，从而对整个部门经营状况作出评价。

缺点：部门经理会产生“次优化”行为，使部门的业绩获得较好评价，但却损害了公司整体的利益。

②用部门剩余收益来评价投资中心业绩的优点：主要优点是与增加股东财富的目标一致；可以使业绩评价

与公司的目标协调一致，引导部门经理采纳高于公司资本成本的决策；允许使用不同的风险调整资本成本。

缺点：剩余收益指标是一个绝对数指标，因此不便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和部门的比较，使其有用性下降。另

一个不足在于它依赖于会计数据的质量。剩余收益的计算要使用会计数据，包括净利润、投资的账面价值

等。如果会计信息的质量低劣，必然会导致低质量的剩余收益和业绩评价。

项目 应用范围 权利 考核范围 考核指标

成本中心 最广 可控成本的控制

权

可控的成本、费用 标准成本中心：既定产品质

量和数量条件下的标准成本

费用中心：费用预算

利润中心 较窄 有权对其供货的

来源和市场的选

择进行决策

(经营决策权)

成本(费用)、收入、

利润

部门边际贡献

部门可控边际贡献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投资中心 最小 经营决策权、投

资决策权

成本(费用)、收入、利润、

投资效果(率)

部门投资报酬率

部门剩余收益



第六节 内部转移价格

（一）定义

内部转移价格，是指企业内部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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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定转移价格的目的

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防止成本转移带来的部门间责任转嫁，使每个利润中心都能作为单独的组织单位进行

业绩评价；另一个是作为一种价格机制引导下级部门采取明智的决策，生产部门据此确定提供产品的数量，

购买部门据此确定所需要的产品数量。

（三）内部转移价格的种类及特点

1.市场型内部转移价格

市场型内部转移价格，是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成本和毛利构成的内部转移价格，一般适用于利润中心。

责任中心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经常外销且外销比例较大的，或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有外部活跃市场可

靠报价的，可以外销价格或活跃市场报价作为内部转移价格。

责任中心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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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照外部市场或预测价格制定模拟市场价作为内部转移价格。

责任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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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生产成本基础上加一定比例毛利

作为内部转移价格。

2.成本型内部转移价格

成本型内部转移价格是指以企业制造产品的完全成本或变动成本等相对稳定的成本数据为基础制定的内

部转移价格，一般适用于成本中心。

3.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

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是指企业内部供求双方通过协商机制制定的内部转移价格，主要适用于分权程度较高

的企业。协商价格的取值范围通常较宽，一般不高于市场价，不低于单位变动成本。

（四）内部转移价格的国际视角

当跨国公司涉及跨境转让产品和服务时，转移价格的目标将主要在于降低税收和外汇兑换风险、提升公司

竞争力和改善与外国政府的关系。虽然激励管理者和授予部门自主权等目标也是重要的，但在国际公司涉

及跨国转让时这些目标将变得次要。公司会主要关注其转移价格是否减少税收支出和加强外国子公司竞争

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