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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讲 作业成本

第四节 作业成本与责任成本

【知识点 1】作业成本

一、相关概念

【理念】作业成本法下，作业消耗资源，产出消耗作业。

举例：《通关题库》的出版：

资源费用 企业在一定期间内开展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资源耗费。

作业

含义 企业基于特定目的重复执行的任务或活动，是连接资源和成本对象的桥梁。

类型
主要作业 被产品、服务或顾客等最终成本对象消耗的作业。

次要作业 被原材料、主要作业等介于中间地位的成本对象消耗的作业。

成本对象 企业追溯或分配资源费用、计算成本的对象物。

成本动因

亦称成本驱动因素，是指诱导成本发生的原因。是成本分配的依据

类型

资源动因

是引起作业成本变动的驱动因素，反映作业量与耗费之间的因果

关系。如厂房的折旧。

根据资源动因可以将资源成本分配给各有关作业

作业动因

是引起产品成本变动的驱动因素，反映产品产量与作业成本之间

的因果关系。比如检验成本的分配。

根据作业动因可以将作业成本分配给有关产品。

作业中心
又称成本库，是指构成一个业务过程的相互联系的作业集合，用来汇集业务过程

及其产出的成本。

【例题 1·判断题】在作业成本法下，成本动因是导致成本发生的诱因，是成本分配的

依据。（ ）

【答案】√

【解析】成本动因，亦称成本驱动因素，是指导致成本发生的因素，即成本的诱因。在

作业成本法下，成本动因是成本分配的依据。所以本题的说法正确。

二、作业成本法的计算

1.资源识别及资源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识别出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资源，遵循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合理选择会计政策，

确认和计量全部资源费用，编制资源费用清单，为资源费用的追溯或分配奠定基础。

2.成本对象的选择

企业应将当期所有的资源费用，遵循因果关系和受益原则，根据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

分项目由作业追溯或分配至相关的成本对象，确定成本对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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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业认定

企业识别由间接或辅助资源执行的作业集，确认每一项作业完成的工作以及执行该作业

所耗费的资源费用，并据以编制作业清单的过程。

作业认定有以下两种形式：1.根据生产流程，自上而下分解；2.通过与部门负责人和一

般员工交流，自下而上确定他们的工作，并逐一确定各项作业。

【提示】作业认定的具体方法有调查表法和座谈法。

4.作业中心设计

指企业将认定的所有作业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形成不同的作业中心，作为资源费

用的追溯或分配的对象的过程。

企业可按照受益对象，层次和重要性，将作业分为如下五类：

产量级作业
明确地为个别产品（服务，下同）实施的，使单个产品受益的作业。

如产品加工、检验等。

批别级作业
为一组产品实施的，使该批组产品受益的作业。如设备调试，生产准

备等。

品种级作业

为生产或销售某种产品实施的，使该种产品的每个单位都受益的作

业。如新产品的设计、现有产品质量与功能改进、生产流程监控、工

艺变换需要的流程设计，产品广告等。

顾客级作业
为服务特定客户所实施的作业。如向个别客户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

咨询活动、独特包装等。

设施级作业
为提供生产产品的基本功能而实施的作业，包括管理作业、针对企业

整体的广告活动等。

【例题 2·单选题】下列属于产量级作业的是（ ）。

A.加工零件

B.设备调试

C.生产准备

D.产品工艺设计

【答案】A

【解析】产量级作业是指明确地为个别产品（或服务）实施的，使单个产品（或服务）

受益的作业。作业的成本与产品的数量成正比，如加工零件、对每件产品进行的检验等。

5.资源动因选择与计量

资源动因选择与计量为将各项资源费用归集到作业中心提供了依据。

具有专属性 所消耗的资源部分的价值可直接计入到该作业的作业中心

不具专属性 需要确定资源动因，将资源消耗分配给各项作业

例如电力资源可以选择“消耗的电力度数”作为资源动因。然后，根据各项作业所消耗

的资源动因数，将各资源库的价值分配到各作业中心。如：“产品质量检验”作业消耗了 1000

度电，而每度电的成本为 0.55 元。那么，“产品质量检验”作业中所含的“电力成本”为

550 元。

当然，该项作业还会消耗其他资源，将该作业所消耗的所有资源的价值，按照相应的资

源动因，分别分配到该作业中心，汇总后就会得到该作业的作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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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业成本汇集

企业根据资源耗用与作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所有的资源成本直接追溯或按资源动因分

配至各作业中心，计算各作业总成本的过程。

【提示】基本原则：某项作业直接耗用，直接追溯到该作业中心；对于多项作业共同耗

用的资源，按照作业中心的资源动因量比例分配到各作业中心。

7.作业动因的选择与计量

作业动因是引起作业耗用的成本动因，反映了作业耗用与最终产出的因果关系，是将作

业成本分配到流程、产品、分销渠道、客户等成本对象的依据。

交易动因 用执行频率或次数计量的动因成本，包括接受或发出订单数、处理数据等。

持续时间动因 用执行时间计量的成本动因，包括产品安装时间、检查小时等。

强度动因
不易按照频率、次数或执行时间进行分配而需要直接衡量每次执行所需资

源的动因，包括特别复杂产品的安装、质量检验等。

8. 作业成本分配

指企业将各作业中心的作业成本按作业动因分配至产品等成本对象，并结合直接追溯的

资源费用，计算出各成本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过程。

第一步：分配次要作业成本至主要作业，计算主要作业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第二步：分配主要作业成本至成本对象，计算各成本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例题】假设某企业主要生产书柜、桌子和椅子，生产工艺流程如图 8－5 所示，作业

成本汇集如表 8－12 所示。

表 8－12 作业成本汇集

作业中心 消耗的资源费用或次要作业 作业类别

断料成木板 木材、人力人工 次要作业

切割玻璃 玻璃、人力人工 次要作业

生产书柜 木板、切割的玻璃、人力人工、辅料 主要作业

生产桌子 木板、人力人工、辅料 主要作业

生产椅子 木板、人力人工、辅料 主要作业

假设该厂商消耗木材总额 100000 元，发生人工总成本为 250000 元，假设各个作业平均

分推人工费用，将原木材断料成为木板以用于生产书柜、桌子和椅子，共获得 2000 立方米

木板，其中 1000 立方米木板用于生产书柜、600 立方米木板用于生产桌子、400 立方米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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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椅子，共生产出 500 把椅子（假定本题中辅料成本忽略不计）。

以生产椅子为例，作业成本的分配具体如表 8－13 所示。

表 8－13 作业成本计算分配表

第一步：次要作业成本分配至主要作业成本
第二步：主要作业成本分配至成

本对象

（1）断料作业成本分配率＝次要作业总成本÷该

作业动因量 ＝（100000＋50000）÷2000＝75

（1）根据第一步可知生产椅子

作业单位成本为 160 元

（2）生产椅子消耗的断料成本＝生产椅子耗用的

次要作业动因量×断料作业成本分配率＝400×75

＝30000（元）

（2）椅子消耗的生产椅子作业

的成本＝160×500＝80000（元）

（3）生产椅子作业的总成本＝生产椅子直接耗用

的人工成本＋生产椅子断料成本

＝50000＋30000＝80000（元）

（3）椅子总成本为 80000 元

（4）生产椅子作业单位成本＝80000÷500＝160

（元）

（4）椅子单位成本

＝80000÷500＝160（元）

三、作业成本管理

以提高客户价值、增加企业利润为目的，基于作业成本法的新型集中化管理方法。包括

成本分配观和流程观两个维度。

流程价值分析关心的是作业的责任，包括成本动因分析、作业分析和业绩考核三个部分。

其基本思想是：以作业来识别资源，将作业分为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并把作业和流

程联系起来，确认流程的成本动因，计量流程的业绩，从而促进流程的持续改进。

（一）成本动因分析

比如：原料搬运

（二）作业分析

思路：将每一项作业分为增值作业或非增值作业；明确增值成本和非增值成本；进一步

确定如何将非增值成本减至最小。

1.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增值作业 含义 是那些顾客认为可以增加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有用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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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保留在企业中的作业。

判定标准
同时满足：①该作业导致了状态的改变；②该状态的变化不

能由其他作业来完成；③该作业使其他作业得以进行。

非增值作业

是指即便消除也不会影响产品对顾客服务的潜能，不必要的或可消除的

作业。一项作业不能同时满足增值作业的三个条件，可断定其为非增值

作业。

【例题 3·多选题】下列作业中属于非增值作业的有（ ）。

A.检验作业

B.次品返工作业

C.印刷厂的装订作业

D.裁缝厂的裁剪作业

【答案】AB

【解析】非增值作业是指即便消除也不会影响产品对顾客服务的潜能，不必要的或可消

除的作业。检验作业，只能说明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而不能改变其形态，属于非增值作

业；次品返工作业是重复作业，在其之前的加工作业本就应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因此，

也属于非增值作业，所以本题答案为选项 AB。

2.增值成本和非增值成本

增值成本即是那些以完美效率执行增值作业所发生的成本，或者说，是高效增值作业产

生的成本。而那些增值作业中因为低效率所发生的成本则属于非增值成本。

执行非增值作业发生的成本全部是非增值成本。

3.作业成本管理中进行成本节约的途径

作业消除 消除非增值作业或不必要的作业，降低非增值成本

作业选择 对所有能够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作业，选取其中最佳的方案

作业减少 以不断改进的方式降低作业消耗的资源或时间

作业共享 利用规模经济来提高增值作业的效率

【例题 4·单选题】根据作业成本管理原理，关于成本节约途径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2018 年）

A.将外购材料交货地点从厂外临时仓库变更为材料耗车间属于作业选择

B.不断改进技术降低作业消耗的时间属于作业减少

C.新产品设计时尽量考虑利用现有其他产品使用的零件属于作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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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将内部货物运输业务由自营转为外包属于作业选择

【答案】A

【解析】作业消除是指消除非增值作业或不必要的作业，降低非增值成本。作业选择是

指对所有能够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作业，选取其中最佳的方案。将外购材料交货地点从

厂外临时仓库变更为材料耗用车间，就可以缩短运输距离，削减甚至消除材料运输这项

非增值作业。因此选项 A属于作业消除。

（三）作业业绩考核

要评价作业和流程的执行情况，必须建立业绩指标：

财务指标
主要集中在增值成本和非增值成本上，可以提供增值与非增值报告，以

及作业成本趋势报告。

非财务指

标

主要体现在效率、质量和时间三个方面，如投入产出比、次品率和生产

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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