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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产品成本核算

第一节 成本核算的概述

一、产品成本核算的要求

（一）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二）正确划分各种费用支出的界限

a.正确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界限；

b.正确划分成本费用、期间费用和营业外支出的界限；

c.正确划分本期成本费用和以后期间成本费用的界限；

d.正确划分各种产品成本费用的界限；

e.正确划分本期完工产品与期末在产品成本的界限。

（三）根据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选择适当的成本计算方法

常用的成本计算方法：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分类法、定额法、标准成本法

（四）遵守一致性原则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估计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五）编制产品成本报表

二、产品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

三、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1）大量大批单步骤生产产品或管理上不要求提供有关生产步骤成本信息时，按产品品种确认成本核算对

象；

（2）小批单件生产产品的，一般按照每批或每件产品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3）多步骤连续加工产品且管理上要求提供有关生产步骤成本信息的，一般按照每种（批）产品及各生产步

骤确定成本核算对象；

（4）产品规格繁多的，可以将产品结构，耗用原材料和工艺过程基本相同的产品，适当合并作为成本核算对象。

四、产品成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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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材料

（2）燃料及动力

（3）直接人工

（4）制造费用

第二节 产品成本的归集和分配

一、基本生产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一）成本核算的科目设置

1、三类分配

2、科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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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除季节性生产外，“制造费用”科目期末应无余额。

（一）材料、燃料、动力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①计算分配率：

②计算各产品应分配的费用：

某产品应分配的费用＝该种产品的分配标准×分配率

③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等

贷：原材料

【例题】甲工厂2022年5月生产A、B两种产品领用某材料4400千克，每千克20元。本月投产的A产品为200

件，B产品为250件。A产品的材料消耗定额为15千克，B产品的材料消耗定额为10千克。按材料定额消耗量

比例分配材料费用。

【答案】

A产品的材料定额消耗量=200×15=3000（千克）

B产品的材料定额消耗量=250×10=2500（千克）

材料消耗量分配率=4400+（3000+2500）=0.8

A产品分配负担的材料费用=3000×0.8×20=48000（元）

B产品分配负担的材料费用=2500×0.8×20=40000（元）

A、B产品材料费用合计=48000＋40000=8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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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借科目 成本项目 直接计入 分配计入 材料费用合计

基本生产成本

A产品 直接材料 95000 48000 143000

B产品 直接材料 87000 40000 127000

小计 182000 88000 270000

辅助生产成本

机修车间 直接材料 15000 15000

运输车间

小计 15000 15000

制造费用

基本车间 机物料 8000 8000

机修车间 机物料 4000 4000

运输车间 机物料 1000 1000

小计 13000 13000

合计 298000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A产品 143000

——B产品 127000

——辅助生产成本 15000

制造费用 13000

贷：原材料 298000

（二）职工新酬的归集和分配

情形 方法

直接计入产品成本 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的“直接人工”项目

不能直接计入产品成本 采用适当的分配方法分配计入各产品的“直接人工”项目

①计算分配率：

②计算各产品应分配的费用：

某产品应分配的职工薪酬＝该种产品的分配标准×分配率

③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

【例题】甲工厂基本生产车间生产A、B 两种产品，共发生生产工人职工薪酬2 700万元，按生产工时比例

分配，A产品的生产工时为500小时，B产品的生产工时为4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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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职工薪酬费用分配率=2700÷（500+400）=3（万元/小时）

A产品应分配的职工薪酬=500×3=1500（万元）

B产品应分配的职工薪酬=400×3=1200（万元）

应借科目 成本项目 生产工人职工薪酬 其他人员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合计

基本生产成本

A产品 直接人工 1500 1500

B产品 直接人工 1200 1200

小计 2700 2700

辅助生产成本 辅助车间 直接人工 200 200

制造费用

基本车间 直接人工 1800 1800

辅助车间 直接人工 150 150

小计 1950 1950

管理费用 行政管理部门 直接人工 800 800

销售费用 销售部门 直接人工 500 500

合计 2700 3450 6150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A产品 15000000

——B产品 12000000

——辅助生产成本 2000000

制造费用 19500000

管理费用 8000000

销售费用 5000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61500000

（三）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1、归集：

【提示】对于辅助生产车间规模很小、制造费用很少且辅助生产不对外提供产品和劳务的，为简化核算工

作，可以将制造费用直接记入“辅助生产成本”。

2、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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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1）直接分配法：

直接分配法

特点
不考虑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劳务或产品的情况，将辅助生产费用直接分配

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

优缺点 只进行对外分配，分配一次，计算简单；但分配结果不够准确

适用范围
辅助生产内部相互提供产品和劳务不多、不进行费用的交互分配、对辅助生产成本

和企业产品成本影响不大的情况

【例题】假定甲工厂设有供热和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2022年5月在分配辅助生产费用以前，供热车间发

生费用1200万元，按供热吨数分配费用，供热合计5000吨，其中，供电车间200吨，其他车间耗用吨数如表

所示；供电车间发生费用2400万元，按耗电度数分配费用，提供供电度数2000万度，其中，供热车间耗用

400万度，其他车间耗电度数如表所示。该企业辅助生产的制造费用不通过“制造费用”科目核算。

辅助生产车间名称
供热车间 供电车间

合计
供热吨数 供热费用 供电度数 供电费用

待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及劳务数量 4800 1200 1600 2400 3600

费用分配率 0.25 1.5

基本生产耗用

第一车间 3000 750 900 1350 2100

第二车间 1200 300 400 600 900

小计 4200 1050 1300 1950 3000

行政管理部门耗用 400 100 200 300 400

销售部门耗用 200 50 100 150 200

合计 4800 1200 1600 2400 3600

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第一车间 2100

——第二车间 900

管理费用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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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200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热车间 1200

——供电车间 2400

（2）交互分配法：

交互分配法

特点 辅助生产费用通过两次分配完成，先交互分配，再对外分配

优缺点 提高了分配的正确性，但同时加大了分配的工作量

①交互分配

【例题】假定甲工厂设有供热和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2022年5月在分配辅助生产费用以前，供热车间发

生费用1200万元，按供热吨数分配费用，供热合计5000吨，其中，供电车间200吨，其他车间耗用吨数如表

所示；供电车间发生费用2400万元，按耗电度数分配费用，提供供电度数2000万度，其中，供热车间耗用

400万度，其他车间耗电度数如表所示。该企业辅助生产的制造费用不通过“制造费用”科目核算。

供电车间交互分配率=2400/2000=1.2

供热车间交互分配率=1200/5000=0.24

【例题】假定甲工厂设有供热和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2022年5月在分配辅助生产费用以前，供热车间发

生费用1200万元，按供热吨数分配费用，供热合计5000吨，其中，供电车间200吨，其他车间耗用吨数如表

所示；供电车间发生费用2400万元，按耗电度数分配费用，提供供电度数2000万度，其中，供热车间耗用

400万度，其他车间耗电度数如表所示。该企业辅助生产的制造费用不通过“制造费用”科目核算。

供电车间转入的费用=0.24×200=48（万元）（供热车间转出）

供电车间转出的费用=1.2×400=480（万元）（供热车间转入）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热车间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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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车间 48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热车间 48

——供电车间 480

②对外分配

【例题】假定甲工厂设有供热和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2022年5月在分配辅助生产费用以前，供热车间发

生费用1200万元，按供热吨数分配费用，供热合计5000吨，其中，供电车间200吨，其他车间耗用吨数如表

所示；供电车间发生费用2400万元，按耗电度数分配费用，提供供电度数2000万度，其中，供热车间耗用

400万度，其他车间耗电度数如表所示。该企业辅助生产的制造费用不通过“制造费用”科目核算。

供电车间的实际费用=2400+48-480=1968（万元）

供热车间的实际费用=1200+480-48=1632（万元）

借：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等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热车间

——供电车间

【例题】假定甲工厂设有供热和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2022年5月在分配辅助生产费用以前，供热车间发

生费用1200万元，按供热吨数分配费用，供热合计5000吨，其中，供电车间200吨，其他车间耗用吨数如表

所示；供电车间发生费用2400万元，按耗电度数分配费用，提供供电度数2000万度，其中，供热车间耗用

400万度，其他车间耗电度数如表所示。该企业辅助生产的制造费用不通过“制造费用”科目核算。

供电车间的对外分配率=1968/（2000-400）=1.23

供热车间转入的费用=1632/（5000-200）=0.34

基本生产耗用：

第一车间分配的电费=1.23×900=1107（万元）

第一车间分配的供热费=0.34×3000=1020（万元）

第一车间分配的辅助生产费用=1107+1020=2127（万元）

借：制造费用——第一车间 2127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热车间 1020

——供电车间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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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产车间名称
交互分配 对外分配

供热 供电 合计 供热 供电 合计

行政部门
耗用量 400 200

分配金额 136 246 382

销售部门
耗用量 200 100

分配金额 68 123 191

合计 3600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热车间 4800000

——供电车间 480000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热车间 480000

——供电车间 4800000

借：制造费用——第一车间 21270000

——第二车间 9000000

管理费用 3820000

销售费用 1910000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热车间 16320000

——供电车间 19680000

（3）计划成本分配法

（五）制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1、制造费用的核算内容

包括：物料消耗；

计划成本分配法

特点
辅助生产为各受益单位提供的劳务或产品，都按劳务或产品的计划单位成本进行分配，辅

助生产车间实际发生的费用与按计划单位转出的费用之间的差额全部计入管理费用

优缺点 便于考核和分析各受益单位的成本，有利于分清各单位的经济责任，但成本分配不够准确

适用范围 辅助生产劳务或产品计划单位成本较准确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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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管理人员薪酬；

车间管理用房屋和设备折旧费、租赁费和保险费；

车间管理用具摊销；

车间管理用的照明费、水费、取暖费、劳动保护费、设计制图费、试验检验费、差旅费、办公费；

季节性及修理期间停工损失等。

2、制造费用的分配

分配方法 分配标准 适用范围

生产工人工时比例法 生产工人工时 较为常用

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 生产工人工资 各种产品生产机械化程度相差不多

机器工时比例法 机器工时 产品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的车间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年度计划分配率 季节性生产企业

【提示】分配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如果变更，应当在附注中予以说明。

3、制造费用分配的计算

①计算制造费用分配率分配率

②计算各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

某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该种产品的分配标准×分配率

借：生产成本

贷：制造费用

【例题】假定甲制造业企业2022年5月基本生产车间P产品机器工时为50000小时，S产品机器工时为40000

小时，本月共发生制造费用900000元。按照机器工时总数分配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分配率=900000÷（50000+40000）=10

P产品应负担的制造费用=50000×10=500000（元）

S产品应负担的制造费用=40000×10=400000（元）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P产品 500000

——S产品 400000

贷：制造费用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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