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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



1.成本的分类及成本性态分析

2.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

3.本量利分析

4.作业成本法

学习目标：



（一）按其经济用途分类

1.生产成本

2.非生产成本

成本的分类：



（二）按性态分类

1.固定成本

2.变动成本

3.混合成本

成本的分类：



1.成本的分类

01

生产成本：

1）成本按其经济用途可分为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成本。

是指在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

费，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三部分。



1.成本的分类

02

非生产成本：

1）成本按其经济用途可分为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成本。

是指企业在行政管理、资金筹集和在产品销售

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和销售费用。



1.成本的分类

成本按经济用途分类，能够反映产品成本、期间成本的构

成，便于考核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分析成本升降的原因和寻

求降低成本的途径。



1.成本的分类

但这种分类不能在数量上提示成本与销量等业务量之间

的内在联系，不能有效地将成本信息应用于经营决策过程，

也不利于进一步挖掘企业的生产经营潜力，因此在管理会计

中选择按成本性态分类。



1.成本的分类

01

固定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是指总额在一定期间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不

受业务量增减变动的影响而保持固定不变的成本，

如行政管理人员工资、按直线法计提的固定资产折

旧费等。



1.成本的分类

• 图13-1：固定成本的性态模型

特征：

第一：固定成本总额的不变性，即固定成本总额线是一条平行

于横轴的直线；

第二：单位固定成本的反比例变动性，即单位固定成本线是一

条反比例曲线。



1.成本的分类

01

固定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固定成本细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固定

成本按其支出数额大小是否受管理当局短期决策的

影响可进一步划分为约束性固定成本和酌量性固定

成本。



1.成本的分类

01

固定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约束性固定成本：折旧费、不动产税、保险费

和管理人员薪金。



1.成本的分类

01

固定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酌量性固定成本（选择性固定成本）：受管理

当局觉得行为影响，如广告费、新产品研究开发费

用和职工职工培训费等。



1.成本的分类

02

变动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是指在一定期间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其总额

随业务量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如直接材料、产品

包装费等。



1.成本的分类

• 图13-2：变动成本的性态模型

特征：

第一：变动成本总额的正比例变动性，即变动成本总额线是一

条以单位变动成本为斜率的直线；

第二：单位变动成本的不变性，即单位变动成本线是一条平行

于横轴的直线。



1.成本的分类

02

变动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变动成本细分：变动成本可进一步划分为技术

性变动成本和酌量性变动成本。



1.成本的分类

02

变动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技术性变动成本：是指在其单位成本受客观因

素决定、消耗量由技术因素决定的那部分变动成本。



1.成本的分类

02

变动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酌量性变动成本：是指在单耗受客观因素决定，

其单位成本主要受企业管理部门决策影响的那部分

变动成本。



1.成本的分类

• 变动成本的相关范围

变动成本同样也存在相关范围的问题。超过相关范围，变动

成本也不再表现为完全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

变动成本与业务量相关范围

0 x1 x2 业务量（件）

相关范围

y    成本(元)

相关范围

y    单位成本(元／件)

0 x1 x2 业务量（件）



1.成本的分类

03

混合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是指随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但又不成正比例

变动的那部分成本。



1.成本的分类

03

混合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混合成本与业务量的关系比较复杂，按其变动

形态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半变动成本、半固定成

本、延期变动成本和曲线式变动成本四种。



1.成本的分类

03

混合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半变动成本：又称“标准式混合成本”，有一

个“基数”，在基数的基础上，随着业务量地变化

而成比例变化。如：电话费、水费、电费等。



1.成本的分类

03

混合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半固定成本：也叫“阶梯式变动成本”，在一

定业务量范围内固定，超过该业务量范围，成本总

额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变，如质检员的工资等。



1.成本的分类

03

混合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延期变动成本：又称 “低坡式混合成本”，

其成本总额在一定的业务量范围内保持稳定，但超

过一定业务量后，则随业务量正比例变动。



1.成本的分类

03

混合成本：

2）成本按性态可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曲线式混合成本：是指在没有业务量的情况下

有一个初始量，在这个初始量的情况下，随着业务

量的增加，成本总额呈非线性的曲线式增加。按曲

线斜率的不同变动趋势，可将其进一步划分为递减

型混合成本和递增型混合成本。



2.成本性态分析

传统成本性态分析：

由于一些成本总额包含了变动成本，也包含了固定成

本和混合成本。成本性态分析是针对不同成本项目分析其

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采用适当的方法将其所包

含的变动因素和固定因素区分开来，并分别归集为变动成

本和固定成本。



1. 单一成本动因假设

2. 业务量相关范围假设

3. 业务量的相关时期假设

成本性态分析的

前提条件 ：



2.成本性态分析

成本性态分析的基本方法：

总成本模型可表达如下：

总成本＝固定成本总额+变动成本总额

＝固定成本总额+单位变动成本×业务量

或者： Y＝ a+bX



（一）定性分析法

1. 账户分析法

2. 契约检查法

3. 技术测定法

成本性态分析的

基本方法：



（二）历史成本法

1. 高低点法

2. 散布图法

3. 最小平方法

成本性态分析的

基本方法：



2.成本性态分析

01

高低点法：

（二）历史成本法

例：某公司最高点和最低点的业务量和成本资料如

下:

①计算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②总成本模型

Units Cost

High activity level 9,000 9,700$

Low activity level 5,000 6,100  

Change 4,000 3,600$



2.成本性态分析

01

高低点法：

（二）历史成本法

单位变动成本 = $3,600 ÷ 4,000 单位 = $0.90 /单位

固定成本（ Fixed cost） = 总成本– 变动成本

Fixed cost = $9,700 – ($0.90  × 9,000 单位)

Fixed cost = $9,700 – $8,100 = $1,600

总成本模型：总成本= $1,600+ $0.90  × 业务量



2.成本性态分析

02

散布图法：

（二）历史成本法

是通过将一定时期的历史成本资料在坐标图上

分别描绘出每一业务量和相应的混合成本所对应的

坐标点，各成本点形成散布图。然后通过目测画出

一条近似地反映混合成本平均变动趋势的成本趋势

直线，据此确定混合成本中的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完成混合成本分解的一种数学方法。



2.成本性态分析

02

散布图法：

（二）历史成本法



2.成本性态分析

02

散布图法：

（二）历史成本法



2.成本性态分析

02

散布图法：

（二）历史成本法
变动成本 =  总成本 – 固定成本
总变动成本 =  $16,000  – $10,000  =  $6,000

单位变动成本 = $6,000 ÷ 3,000 单位 = $2

选取直线上某一点估计该点
总成本是$16,000，业务量
3000单位.

估计固定成本 = $10,000



2.成本性态分析

03

最小平方法 ：

（二）历史成本法

最小平方法利用数学中的微积分原理，求出一

条使误差的平方和最小的成本趋势直线，以此确定

混合成本中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2.成本性态分析

03

最小平方法 ：

（二）历史成本法

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可按以下公式确定：

b＝（ｎ∑ＸＹ－∑Ｘ∑Ｙ）／[ｎ∑Ｘ2－（∑Ｘ）2]

a＝（∑Ｙ－ｂ∑Ｘ）／ｎ



2.成本性态分析

03

最小平方法 ：

（二）历史成本法

特征：工作量大，比较适用于计算机操作。



2.成本性态分析

相关性分析：混合成本分解最终都是得出直线模型，这些

描述是否准确、合乎实际，除了依赖于数学方法本身的科学性

外，更关键的是这项混合成本和所选用的业务量之间应确实存

在基本的线性联系，否则，混合成本的分解就失去意义。



1. 为变动成本法的应用提供了前提条

件

2. 是本量利分析的基础

3. 结果可直接用于成本预测

4. 有助于加强成本控制和正确进行业

绩评价

成本性态分析的意义：



2.成本性态分析

多动因下成本性态分析：

企业的成本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成本项目有不同的

成本动因，甚至同一成本项目会有若干个成本动因。因此，

企业的总成本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一次方程：Y＝a +

b1X1+ b2X2+ b3X3+…+ bnXn



2.成本性态分析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吸收成本法）：

在成本计算过程中，以成本按经济用途分类为前提，把

一定时期内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

制造费用全部计入产品成本。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其成本和利润的计算方法为：

产品成本=直接材料 + 直接人工 + 制造费用(变动和固

定的制造费用)

销售毛利=产品销售收入 - 已销产品成本

税前净利=销售毛利 - 期间费用(管费、财费、销费三项

非生产费)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 传统完全成本法下的成本流转

期间费用
出售产品成本 期末存货

产成品及在产品存货

销售及管理费用

制造费用 直接人工 直接材料
非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直接成本法）：

在成本计算过程中，以成本按习性分类为前提，

把一定时期内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材料、直

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计入产品成本，而将固定制造

费用作为期间费用处理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其成本和利润的计算方法为：

产品成本 = 直接材料 + 直接人工 + 变动制造费用

边际贡献 = 产品销售收入 - 变动成本（已销变产+

变推+变管+变财）

税前净利 = 边际贡献 - 固定成本（固制+固推+固

管+固财）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 变动成本法下的成本流转

出售产品成本 期末存货

产成品及在产品存货

销售及管理费用

变动制造 直接人工直接材料

产品成本

固定制造费用

期间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是
一种期间成本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01

应用前提不同：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

变动成本法应用的前提是成本按性态进行分类，

把全部成本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部分。而

完全成本法的应用前提则是成本按经济用途分类。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02

产品成本内容的不同：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

变动成本法要求将所有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

非生产成本）区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大类。

其中，生产成本中的变动成本部分计入产品成本，

它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生

产成本中固定部分即固定制造费用也作为期间成本

处理，在发生的当期转为费用，并列入利润表。

[详见例2-1]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在完全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时，将生产成本全部计入

产品成本，而非生产成本不计入产品成本，直接作为期间

成本，列入利润表报告。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03

存货的构成内容不同：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

在变动成本法下，由于固定制造费用已经作为

期间费用在计算利润时全部扣除了，因此，变动成

本法下的存货成本只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

动制造费用。

[详见例2-2]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03

存货的构成内容不同：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

在完全成本法下，存货的成本除了包括直接材

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外，还包括存货所负

担的那部分固定制造费用。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04

损益的确定程序不同：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

变动成本法的损益确定程序分两步：

边际贡献＝销售收入－变动成本

税前利润＝边际贡献－固定成本总额

其中：

变动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变动销

售与管理费用

固定成本＝固定制造费用＋固定销售和管理费用。



3.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

04

损益的确定程序不同：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

完全成本法的损益程序也分为两步：

销售毛利＝销售收入－销售成本

税前利润＝销售毛利－销售和管理费用

其中：销售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详见例2-3]



1. 成本性态的假定

2. 业务量的假定

3. 相关范围的假定

4. 产销平衡的假定

5. 品种结构的假定

6. 利润的假定

本量利分析的

基本假定 ：



4.本量利分析

相关范围的假定：

假定在相关范围内，销售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

本总额保持不变，业务量是影响销售收入和总成本的唯一因

素。



4.本量利分析

产销平衡的假定：

即生产出来的产品总是可以实现销售的，达到产销平

衡。



4.本量利分析

品种结构的假定：

在多品种产销的情况下，假定品种结构稳定。所谓品

种结构是指各产品的产销额占全部产品产销总额的比重。



4.本量利分析

利润的假定：

本量利分析中的利润一般假定为不考虑投资收益和营

业外收支的“营业利润”，即假定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支

为零。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基本数学模型

利润=销售收入－成本总额

=销售收入－（变动成本总额+固定成本总额）

=销售量×销售单价－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固

定成本总额

=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总额

上式用英文字母可表示为：

其中：P为利润，p为单价，b为单位变动成本，a为固定

成本总额，x为销售量（业务量）。

abpxabxpxP  )()(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边际贡献(      ):

又称贡献毛益、贡献边际，它是指销售收入总额减去相

应的变动成本总额后的差额。其单位边际贡献(    )是指产

品单价减去单位变动成本后的余额，即每增加一单位产品的

销售可为企业提供的贡献。

Tcm

cm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为：

边际贡献=销售收入总额－变动成本总额

=销售量×（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销售量×单位边际贡献

用英文字母可表示为：

cmxbpxbxpxTcm  )(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边际贡献率（ ）:

是指产品的边际贡献总额占产品的销售收入总额的百分

比，又等于单位边际贡献占销售单价的百分比。这是反映产

品盈利能力的相对数指标，这表明每增加一元的销售能够为

企业提供的贡献。

cmR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为：

用英文字母可表示为：

%100%100 
销售单价

单位边际贡献

销售收入

边际贡献总额
边际贡献率

p

bp

px

bpx
cmR







)(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变动成本率（ ）:

是指产品的变动成本总额与产品的销售收入总额之间的

比率，又等于单位变动成本占销售单价的百分比。它表明每

增加一元销售所增加的变动。

bR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为：

用英文字母可表示为：

%100%100 
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销售收入

变动成本总额
变动成本率

p

b

px

bx
bR 



4.本量利分析

• 边际贡献率与变动成本率的关系：

将边际贡献率与变动成本率两项指标联系起来可到以下

关系，即:

边际贡献率 + 变动成本率 = 1

这一公式表明，边际贡献率与变动成本率具有互补关系，

变动成本率低的企业则边际贡献率高，创利能力强；反之，

变动成本率高的企业，边际贡献率低，创利能力弱。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保本分析 ：

保本分析是本量利分析的基础，其基本内容是分析确定

产品的保本点，从而确定企业经营的安全程度。

保本点，是指企业经营所取得的销售收入等于销售成本，

企业处于既不盈也不亏损，即利润为零时的状态，又称盈亏

临界点，盈亏平衡点、损益平衡点等。

以单一产品为例介绍保本点的确定方法。



4.本量利分析

01

等式法：

本量利分析-保本分析：

设保本量为 ，保本额为 ，令利润 ，

则可推导出保本量与保本额的公式：

[详见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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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量利分析

02

图示法：

本量利分析-保本分析：

图示法又称图解法，是指通过在坐标轴上绘制

保本点的方式确定保定点位置的一种方法。根据绘

制形式不同可分为基本式、边际贡献式和量利式。



4.本量利分析

02

图示法：

本量利分析-保本分析：

①基本式

保本点的基本式反映的是本量利的基本关系，

其特点是能清晰地反映出固定成本不随业务量的变

动而变动，总成本线是在固定成本线的基础上加上

变动成本而得到的。



4.本量利分析

02

图示法：

本量利分析-保本分析：

②边际贡献式

边际贡献式的特点是首先绘制变动成本线，总

成本的表现是以固定成本线绘于变动成本之上，如

图13-13所示：



4.本量利分析

• 图13-13：边际贡献式

变
动
成
本

固
定
成
本

利
润

边

际
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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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区

盈利区

收
入
（
成
本
）

产销量

保本点（）



4.本量利分析

02

图示法：

本量利分析-保本分析：

③量利式

量利式反映的是利润与销售量的相互关系，它

的特点是将纵轴上的销售收入与成本因素略去。如

图13-14所示：



4.本量利分析

• 图13-14：量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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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量利分析

以上介绍的是单一产品的保本点的确定方法，如果

是多品种应采用综合边际贡献率。常用的方法是综合边

际贡献率法。



4.本量利分析

其基本步骤是：

首先，根据不同产品的销售比重计算综合贡献边际贡献，计

算公式为：

综合边际贡献率= ∑（每种产品的边际贡献率 × 该种产品的销售额占

总销售额的比重）



4.本量利分析

第二，根据综合边际贡献率计算综合保本点销售额，计算公式为：

综合边际贡献率

固定成本总额
综合保本点销售额 



4.本量利分析

最后，根据不同产品的销售比重，计算不同产品的保本点，

计算公式为：

每种产品的保本额=综合保本点销售额×该种产品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

的比重

该种产品的单价

每种产品的保本额
每种产品的保本量 



4.本量利分析

多品种综合边际贡献率法：

[详见例2-5]



4.本量利分析

保本分析法评价：

保本分析法反映了企业所有产品的整体盈利能力水平，

它的大小将影响保本点的高低，即综合保本销售额的高低。

而综合边际贡献率的高低受各产品的边际贡献率高低及其

销售收入比重大小的影响，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提高边际

贡献率高的产品所占的销售收入比重或者通过技术改进提

高产品的边际贡献率都能达到降低保本点的目的。



4.本量利分析

• 企业经营安全程度的评价指标

安全边际是指一定期间企业实际或预计的销售水平与保

本点的销售水平之间的差。它是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性的

重要指标，表明销售水平降低多少，企业仍能保持盈利而不

至于亏损。安全边际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安全边际量和安全

边际额，前者用实物量来表示，后者以货币价值量来表示，

计算公式为：

安全边际量 = 实际或预计的销售量 － 保本量

安全边际额 = 实际或预计的销售额 － 保本额



4.本量利分析

• 企业经营安全程度的评价指标

安全边际率是指安全边际与实际（或预计）销售水平的

比值。它也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性的指标，其值越大，

企业的安全程度越高，经营风险越低。



4.本量利分析

评价企业安全性的一般标准如表13-13所示：

安全性检验标准

安全边际率 10%以下 10% ~ 20% 20% ~ 30% 30% ~ 40% 40%以上

安全程度 危险 值得注意 比较安全 安全 很安全



4.本量利分析

保本点作业率，又称盈亏临界点作业率，它是保本点的销

售水平与实际（或预计）销售水平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 经营杠杆系数基期利润基期利润目标利润销售变动率 



4.本量利分析

安全边际率与保本点作业率的关系：

安全边际率 + 保本点作业率 = 1

[详见例2-6]



4.本量利分析

• 本量利分析-保利分析

保利，就是确定目标利润的实现。保利分析就是指将目

标利润引进本量利分析的基本数学模型，在单价和成本水平

既定的情况下，在确保企业目标利润实现的正常条件下，充

分揭示成本、业务量与利润三者之间的本量利分析。

保利点的表现形式也有两种，即保利量和保利点。

以单一产品为例，介绍保利点的确定公式



4.本量利分析

01
不考虑所得税的保利点的确定公式：

本量利分析-保利分析：

由公式“目标利润=目标销售量×（销售单价－单位

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总额”推导得：

[详见例2-7]

单位边际贡献

目标利润固定成本总额

单位变动成本销售单价

目标利润固定成本总额
保利量









销售单价
单位边际贡献

目标利润固定成本总额
销售单价保利量保利额 




边际贡献率

目标利润固定成本总额 




4.本量利分析

02

考虑所得税的保利点的确定公式 ：

本量利分析-保利分析：

考虑所得税的目标利润，就是指目标税后利润。由

于：

目标税后利润=目标利润×（1－所得税税率）

则保利点的确定公式为：

单位边际贡献

所得税税率

目标税后利润
固定成本总额

单位变动成本销售单价

所得税税率

目标税后利润
固定成本总额

保利量











11



4.本量利分析

02

考虑所得税的保利点的确定公式 ：

本量利分析-保利分析：

销售单价
单位边际贡献

所得税税率

目标税后利润
固定成本总额

销售单价保利量保利额 





1

边际贡献率

所得税税率

目标税后利润
固定成本总额





1



4.本量利分析

以上以单一产品为例计算的保利点公式，若为多品种产品，

则需要利用综合边际贡献率计算综合保利额，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边际贡献率

所得税税率

目标税后利润
固定成本总额

综合保利额





1



4.本量利分析

各因素变动对本量利分析的影响：

着重介绍各因素变动对保本点的影响，各因素对保利点、

安全边际或利润的影响可作类似分析。



4.本量利分析

01

销售单价变动：

单一因素变动：

由于保本点计算式中的分母是单位边际贡献或

边际贡献率（综合边际贡献率），因此在其他因素

不变的情况下，销售单价发生变动时，会引起单位

边际贡献或边际贡献率的同方向变动，从而使保本

点随之呈反方向变动。

[详见例2-8]



4.本量利分析

02

单位变动成本变动：

单一因素变动：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位变动成本的变

动会引起单位边际贡献和边际贡献率向相反的方向

变动，从而使保本点的变动方向同单位变动成本变

动方向相同。

[详见例2-9]



4.本量利分析

03

固定成本总额变动：

单一因素变动：

由于固定成本总额是保本点计算公式的分子或

分子的组成部分，所以固定成本总额的变动将会使

保本点随之发生同方向变动。

[详见例2-10]



4.本量利分析

04

销售量的变动：

单一因素变动：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销售量的变动不会

影响单一品种产品保本点的确定；如果销售量的变

动不改变各产品原有的销售比重，那么其变动也不

会影响多品种产品保本点的确定。



4.本量利分析

05

品种结构变动：

单一因素变动：

在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品种结构的变

动使综合边际贡献增加，那么多品种产品的综合保

本点将下降，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反之，

将使企业向不利的方向变动。



4.本量利分析

06

目标利润变动：

单一因素变动：

由保本点和保利点的公式可知，目标利润的变

动只会影响保利点，不会影响保本点。在其他因素

不变的情况下，保利点将随目标利润的变动呈同方

向变动。



4.本量利分析

多因素同时变动：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一项因素变动，而其他因素不

变只是一种假定。如果几项因素同时变动，可以利用保本

点和保利点的基本公式，计算出各因素同时变动后的新的

保本点和保利点，以此作为参考。

[详见例2-11]



4.本量利分析

敏感分析：

本量利关系的敏感分析，就是研究与分析有关参数发生

多大变化会使盈利转为亏损，各参数变化对利润变化的影响

程度，以及当各因素变动时，如何调整销售量，才能保证原

目标利润的实现等问题。以下我们以例题对本量利的敏感分

析进行说明。

[详见例2-12]



4.本量利分析

有关的敏感分析如下：

（1）有关参数发生多大变化使盈利转为亏损

敏感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能引起目标发生质变的

各参数变化的界限，其方法称为最大最小法。

为利润， 为单价， 为单位变动成本， 为固定成

本总额， 为销售量（业务量）。

P p b a

x



4.本量利分析

a.单价的最小值。

单价下降会使利润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利润将变为

零，它是企业能忍受的单价最小值。

设单价为p：100 000×（p－7.2）－240 000=0

p=9.6（元）

单价降至9.6元，即降低20%（2.4÷12）时企业由盈利

转入亏损。



4.本量利分析

b.单位变动成本的最大值。

单位变动成本上升会使利润下降，并逐渐趋近于零，此

时的单位变动成本是企业能忍受的最大值。

设单位变动成本为b：100 000×(12－b) －240 000=0

b=9.6（元）

单位变动成本由7.2元上升至9.6元时，企业利润由240

000元降至零。此时，单位变动成本上升了33%（2.4÷7.2）。



4.本量利分析

c.固定成本最大值。

固定成本上升也会使利润下降，并趋于零。

设固定成本为a:100 000×(12－7.2) －a=0

a=480 000(元)

固定成本增至480 000元时，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此时

固定成本增加了100%。



4.本量利分析

d.销售量最小值。

销售量最小值，是指是企业利润为零的销售量，它就是保

本点销售量。

销售计划如果只完成50%，则企业利润为零。

)件(50000
2.712

240000
0 


x



4.本量利分析

（2）各参数变化对利润变化的影响程度

反应敏感程度的指标是敏感系数：

下面仍以【例13-18】的数字为基础，进行敏感程度的分析：

参量值变动百分比

目标值变动百分比
敏感系数 



4.本量利分析

a.单价的敏感程度：

设单价增长10%，则：p=12×(1＋10%)=13.2(元)

按此单价计算，利润为：

P = 100 000×（13.2－7.2）－240 000 = 360 000（元）

利润原来是240000元，其变化率为：

5
%10

%50
单价的敏感系数

%50
240000

240000360000
目标值变动百分比










4.本量利分析

这就是说单价对利润的影响很大，从百分率来看，利

润以5倍的速率随单价变化。涨价时提高盈利的最有效手

段，价格下降也将是企业的最大威胁。经营者根据敏感系

数知道，每降价1%，企业将失去5%的利润。



4.本量利分析

b.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程度：

设单位变动成本增长10%，则：b=7.2×（1＋10%）=7.92（元）

按此单位变动成本计算，利润为：

P=100 000×（12－7.92）－240 000=168 000（元）

利润原来是240000元，其变化率为：

3
%10

%30

%30
240000

168000240000











数单位变动成本的敏感系

）（
目标值变动百分比



4.本量利分析

由此可见，单位变动成本对利润的影响比单价要小，

单位变动成本没上升1%，利润将将少3%。但是，敏感系数

绝对值大于1，说明变动成本的变化会造成利润更大的变化，

仍属于敏感因素。



4.本量利分析

c.固定成本的敏感程度：

设固定成本增长10%，则：a=240 000×(1+10%)=264 000(元)

按此固定成本计算，利润为：

P=100 000×(12－7.2) －264 000=216 000(元)

原来的利润为240 000元，其变化率为：

1
%10

%10

%10
240000

240000216000











固定成本的敏感系数

目标值变动百分比



4.本量利分析

这说明固定成本每上升1%，利润将减少1%。



4.本量利分析

d. 销售量的敏感程度：

设销量增长10%，则x0=100 000×(1＋10%)=110 000（件）

按此计算利润：

P=110 000×（12－7.2）－240 000=288 000（元）

利润的变化率：

2
%10

%20

%20
240000

240000288000








销量的敏感系数

目标值变动百分比



4.本量利分析

就本例而言，影响利润的诸因素中最敏感的是单价（敏感

系数5），其次是单位变动成本（敏感系数－3），再次是销量

（敏感系数2），最后是固定成本（敏感系数－1）。其中敏感

系数为正值的，标明它与利润为同方向增减；敏感系数为负值

的，标明它与利润为反方向增减。



4.本量利分析

敏感系数提供了各因素变动百分比和利润变动百分比

的比例，但不能直接显示变化后利润的值。为了弥补这种

不足，有时需要编制敏感分析表列示各因素变动百分比率

及相应的利润表，如表13-14所示。



4.本量利分析

• 表13-14 

单因素变动敏感分析表

-20% -10% 0 10% 20% 

单价 0 120000 240000 360000 480000

单位变动成本 384000 312000 240000 168000 96000

固定成本 288000 264000 240000 216000 192000

销量 144000 192000 240000 288000 336000

项目

利润
变动百
分比

在表13-14中，各因素变动百分比通常以＋20%为范围，

便可以满足实际需要，表13-14以10%为间隔，也可以根据实

际需要改为5%。



4.本量利分析

• 思考题：

1. 成本性态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哪些？

2.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区别？

3. 本量利分析的优缺点是什么？



5.作业成本法管理基础

• 作业及作业成本法：

作业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各项具体活动。

广义的作业（Activities）是指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一切

经济活动。

狭义的作业是指能产生附加价值，并会发生成本的经济

活动，即作业成本法的作业。如签订材料采购合同、将材料

运达仓库、对材料进行质量检验、办理入库手续、登记材料

明细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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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经济特征：

①作业是“投入——产出”因果联动的实体，其本质是

一种交易。

②作业贯穿于动态经营的全过程，构成联系企业内部与

外部的作业链。

③作业是可以量化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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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简称ABC法，即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计算方法。

作业成本法是将间接成本和辅助费用更准确地分配到作业、

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

作业 作业成本
成本对象，如
产品、服务和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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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成本管理的核心：

（一）价值链

作业价值链，简称价值链，是指企业为了满足顾客需要

而建立的一系列有序的作业及其价值的集合体。这样，作业

成本法就在计算产品成本的同时，确定了产品与成本之间具

有因果联系的结构体系，它是由诸多作业构成的链条，即作

业链（Activity chain）和各种作业所创造的价值相应形成

价值链（Value Chain）的一个集合。

产品研发 产品设计 产品生产 营销 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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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成本管理的核心：

（二）作业成本性态分析

作业成本性态是指在特定范围内成本总额如何随着成本

动因的变动而变动。

一个组织会有很多成本动因，有许多活动影响成本。对某些

成本来说，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总量是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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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成本管理的核心：

（二）作业成本性态分析

例如，印刷教材所消耗的纸张、油墨和装订成本，印刷

教材的册数显然会影响纸张、油墨和装订成本。作业成本计

算中的作业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可区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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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单位”层级的作业及成本动因：

作业成本性态分析：

这一类型的作业是生产每“单位”的产品都必

须发生的，如用机器生产产品，对于操作机器这一

作业来说，机器运转小时就是其成本动因。包括机

器的折旧、维修费用、润滑油都可归属于与机器相

关的作业成本库。



5.作业成本法管理基础

02

“批”层级的作业及成本动因：

作业成本性态分析：

如每一批产品的投产必须进行机器的准备，它

以产品生产中的变换批次数为成本动因，其成本归

属于准备成本库，并按产品生产中变换的批次数计

算其成本库分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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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产品”层级的作业及成本动因：

作业成本性态分析：

这类作业是维护一条生产线的整体运作而发生

的，并不是直接服务于生产一个新“单位”或“批

次”产品的生产，其成本动因是工程师的工作量，

与其有关的成本例如工程师的薪资、工程设施的折

旧、维修费用等都属于工程成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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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综合能力维持”层级的作业及成本动因：

作业成本性态分析：

“综合能力维持”作业是用于维持整个生产程

序得以正常运行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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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动因：

成本动因有两种形式：

（1）资源动因（resource driver），是指决定一项作

业所耗费资源的因素，反映作业量与资源耗费间的因果关系。

（2）作业动因（activity driver）。是将作业中心的

成本分配到产品或劳务、顾客等成本目标中的标准，它也是

将资源消耗与最终产出相沟通的中介。

资源 作业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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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池：

成本池是指作业所发生的成本的归集。在传统的成本会

计中以部门进行各类制造费用的归集，而在作业成本法中，

将每一个作业中心所发生的成本或消耗的资源归集起来作为

一个成本池。一个成本池是由同质的成本动因组成，它对库

内同质费用的耗费水平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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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成本法的理论思路：



5.作业成本法管理基础

• 作业成本法的操作步骤：

第一阶段，使用资源成本动因将资源成本分摊到成本池；

第二阶段，使用作业成本动因将作业成本动因分摊到成本对象。

主要步骤为：

1.确认资源成本和作业成本——单位级、批次级、产品存续、

设备存续、客户级作业；

2.资源成本分摊到作业

3.作业成本分摊到成本对象。

作业率=成本池里的总成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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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成本法的案例分析：

[详见例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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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

1.传统成本管理系统在高新技术制造环境下的主要缺陷

是什么？

2.作业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的主要步骤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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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1、学习效应

在考虑产能大小的决定时，往往要考虑到学习效应这一

决定产能大小的重要因素。所谓学习效应是指当以个人或一

个组织重复地做某一产品时，做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会随着

产品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然后才趋于稳定。

单 位 产

品 劳 动

时间

产 品 数

量

标 准 阶

段

学习阶段



6.管理会计前沿

• 学习曲线：

1、学习效应

常见的学习效应有两种：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

所谓个人学习，是指当一个人重复地做某一产品时，由于动作

逐渐熟练，或者逐渐摸索到一些更有效的作业方法后，作一件产品

所需的工作时间（即直接劳动时间）会随着产品累积数量的增加而

减少。

组织学习是指管理方面的学习，指一个企业在产品设计、工艺

设计、自动化水平提高、生产组织以及其他资本投资等方面的经验

累积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进管理方法，提高人员作业效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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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2、学习曲线的定义

学习曲线也称为经验曲线，是随着产品累计产量的增加，单

位产品的成本会以一定的比例下降。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

是表示单位产品生产时间与所生产的产品总数量之间的关系的一

条曲线。

学习曲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学习曲线又称为人员学

习曲线，它是指直接作业人员个人的学习曲线。广义的学习曲线

也称为生产进步函数，是指工业某一行业或某一产品在其产品寿

命周期的学习曲线，是融合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许多人努

力的学习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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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3、学习效应影响因素

操作者的动作熟练程度。这是影响学习曲线的最基本因

素

管理技术的改善，正确的培训、指导，充分的生产准备

与周到的服务，工资奖励及惩罚等管理政策的运用

产品设计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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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3、学习效应影响因素

生产设备与工具的质量

各种材料的连续供应和质量

信息反馈的及时性

专业化分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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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4、学习曲线的应用

（1）在生产制造方面，它可以应用于估计产品设计时间

和生产时间，同时可以应用于估计成本；

（2）学习曲线也是公司战略设计的组成部分，比如价格、

投资成本和营运成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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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4、学习曲线的应用

（3）应用于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的能力。

个人学习

有许多因素影响个人的表现和学习率。学习率和初始水

平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我们假定为了完成一项简单任

务，测试两个员工生产某件产品的时间，这项测试被行政部

用来作为对装配线上招聘员工考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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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4、学习曲线的应用

例如，有两个人应聘装配线员工，你将聘用那一个？

应聘者A开始效率高但学习速度慢；应聘者B虽然开始效

率低，但是他的学习速度很快。

很明显B是一个更好的聘用人。以上说明不仅学习率本

身很重要，起始操作时间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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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4、学习曲线的应用

组织学习

组织同样也在学习，从工业工程（IE）角度考虑组织学

习对于企业间的竞争也是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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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4、学习曲线的应用

例如：随着操作者越来越熟练，知识就嵌入到软件和操

作方法中去了。知识也可以嵌入到组织的结构中去。如：当

一个组织把它的工业工程（IE）团队从集中于某一地点的功

能组织中转移到员工分散在工厂各地的分权组织中时，怎样

提高生产率这些方面的知识将会嵌入到组织结构中去。

如果个人离开组织，知识将贬值。

如果技术水平达不到或难以使用，知识也会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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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4、学习曲线的应用

（4）学习曲线如使用不当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这是指管理人员往往容易忘记环境动态变化的特性，在

这种情况下，环境变化中的不测因素有可能影响学习规律，

从而给企业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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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曲线：

4、学习曲线的应用

（4）学习曲线如使用不当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一个著名事例是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被麦克唐纳兼并

的事例。道格拉斯飞机曾经根据学习曲线估计它的某种新型

喷气式飞机成本能够降低，于是对顾客许诺了价格和交货日

期，但是飞机在制造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工艺，致使学习曲线

遭破坏，也未能实现成本降低，因此遇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不得不被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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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1.德国成本会计—GPK背景简介

1953年，德国工程师Hans George Plaut提出，管理会

计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成本、管理利润并向经理人员提供信

息，使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为达此目的，必须纠正由于分配固定成本而造成的成本

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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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2. GPK流程

GPK即弹性标准成本法。所谓弹性就是以各成本中心的

产出为标准划分固定与变动成本，并进而制定弹性预算;所

谓标准就是计划，基本生产部门先确定计划的服务需求量，

然后辅助部门据此制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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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3.GPK方法下德国会计特征解析

（2）以成本中心的产出划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GPK划分固定成本还是变动成本的标准是各个成本中心

的产出(output )，而不是企业的最终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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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3.GPK方法下德国会计特征解析

以企业最终产品的产量为标准的固定、变动成本只能满

足对整个企业管理上的需要。若要对各个成本中心进行考核，

以最终产品的产量为标准显然不合适，因为各该成本中心的

耗费往往和最终产品的产量不呈比例关系，而与该成本中心

自身的产出(机器工时、人工工时、质检次数等)呈正比例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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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3.GPK方法下德国会计特征解析

（3）根据基本生产部门的计划需求量分摊辅助部门的成

本，并始终保持固定与变动成本分别分摊

在GPK下，不论是基本生产部门还是辅助部门发生的耗

费都要以各个成本中心的产出为标准划分为定与变动成本。

各个基本生产部门确定对辅助部门服务的计划需要量，辅助

部门汇总基本生产部门的计划并据此制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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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4.GPK和ABC的核心要素比较

（1）单位和非单位层次的成本划分

在GPK下尽管各成本中心有各自的“成本驱动”,不会按

单一驱动(例如直接工时)进行分配,但这些驱动都属于单位

层次,并没有认识到存在着非单位其他层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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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4.GPK和ABC的核心要素比较

ABC特别适用于间接费用中非单位层次费用较多的企业

或行业。如果一个企业不存在非单位层次费用,或者这样的

费用很小时,实施ABC的必要性就很小了。正因为这点,在生

产和经营活动高度重复的制造业和服务企业中由于非单位层

次费用较少,就常常选用GPK,而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制造和

服务企业较适合选用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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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4.GPK和ABC的核心要素比较

（2）纵向和横向的绩效管理

GPK强调的是经济责任的纵向分解,以使成本得到有效控

制,并且形成日常的成本和考核制度。

ABC是以作业来划分成本,确保在内部独立的作业过程中

的持续责任,关注的是生产中心和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当事人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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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4.GPK和ABC的核心要素比较

GPK注重的是纵向管理,它特别适用于组织结构层次较多

且规模较大的企业。ABC表明了一种横向管理,因而适用于权

力分散、组织结构层次较少的小规模企业,如敏捷虚拟组织、

团队管理和无边界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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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4.GPK和ABC的核心要素比较

（3）短期和长期的决策目的

GPK运用边际成本方法,分层级的边际毛益信息对短期决

策提供了充足的信息,例如接受或拒绝额外订单,自制还是外

包,甚至内部转移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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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4.GPK和ABC的核心要素比较

ABC通过揭示各种成本的动因,收集了包括固定成本在内

的所有长期的产品成本,把决策聚焦在长期上,例如产品设计

和工艺变更这些“产品层次”的作业。相对于GPK较多关注

企业短期决策,ABC更注重把长期决策的导向意图延伸到企业

的经营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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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4.GPK和ABC的核心要素比较

（4）成本拉动和成本推动下的目标成本

GPK是成本拉动分摊的一个典型。在成本拉动下分摊过

程始于基本生产部门产出数量,而成本则在预先确定的单位

数量需求的基础上加以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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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4.GPK和ABC的核心要素比较

ABC是成本推动分摊的一个典型。在成本推动下,成本分

摊随着开支的历史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而成本则只是从辅助

部门传递到基本生产中心,不考虑传递过去的资源是否真正

被接受的部门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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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5.案例应用

某企业基本生产部门有3个机加工中心，辅助部门有质

量检验中心，机加工中心生产出来的产品要经过质量检验中

心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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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步骤1：根据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以及内部资源状况，3

个机加工中心确定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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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步骤:2:质检中心根据3个机加工中心乙的计需要52500

次质量检验，据此质检中心编制年度预算。

根据表1得知，预计3个机加工中心本年度总共计划需求

量制定年度预算，如表2所示。



6.管理会计前沿

•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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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步骤3:把质检中心的成本按照各自质检需求量分摊到各

个机加工中心。

结合表1、表2可知，3个机加工中心各自消耗质检服务

的份额以及应该分摊的成本总额，据此可以计算3个机加工

中心各自应该分摊的成本，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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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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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步骤3:把质检中心的成本按照各自质检需求量分摊到各

个机加工中心。

把从质检中心分摊到#1机加工中心的成本按照固定和变

动两项分别加到该中心发生的成本上去，按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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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6.管理会计前沿

•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步骤3:把质检中心的成本按照各自质检需求量分摊到各

个机加工中心。

把从质检中心分摊到#1机加工中心的成本按照固定和变

动两项分别加到该中心发生的成本上去，按如表4所示。



6.管理会计前沿

•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质检中心分摊过来的成本，加到#I机加工中心发生的成

本上去，同时还得维持#1机加工中心的成本分为固定和变动

两个部分。质检部门转来的$166,957相对于机器工时这一产

出属变动性质，而质检部门转来的固定成本$51,198与本部

门的机器工时无关，所以列为该机加工中心的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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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步骤4:根据实际工时，计算变动成本，并和实际发生的

成本比较，进行差异分析。假如，5月份实际共发生了1500

机器工时，则变动成本应该是42867(1500 x 28.58)，如表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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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步骤5:GPK损益表采用边际分析和按产品品种列示

在GPK下，损益表是分了“层次”的。消耗于产品的资

源成本，要向各该组产品分摊，使经理人员能够知道每一种

产品的边际成本和财务业绩数。GPK分层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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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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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标准成本法GPK：

具体把贡献毛益分成多少级，要因企业的规模以及组织

机构设计而定。分层级的利润表提供的各个层级的信息对于

企业的短期决策很有帮助。



作业

根据管理会计基本方法相关知识，分小组编写案例。要求：

1.案例以文本、ppt两种格式形成。

2.案例应包含以下内容：

小组成员分工；

项目基本介绍；

成本性态角度分析；

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分析；

作业成本法或GPK方法应用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