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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性态分析 
——管理会计专题 

主讲教师：王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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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王纪平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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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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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成本的基本概念、成本核算要点。 

2. 掌握成本性态的分类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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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及其性态 

二、成本性态分析 

三、要点回顾 

课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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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及其性态 

• 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 成本性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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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小问题 

 同样都是花钱，在会计核算时有的钱计入“成

本”，有的钱计入“费用”。为什么？ 

 财务会计上“成本”和“费用”这两个概念有

什么不同？ 

 管理会计的成本和财务会计的成本一样吗？ 

 管理会计需要什么样的成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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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概念你熟悉吗？ 

 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 

 可避免成本与不可避免成本 

 机会成本与短缺成本 

 相关成本与无关成本 

 

 
7 

 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 

 付现成本与沉没成本 

 历史成本与重置成本 

 可递延成本与不可递延成本 

 

（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1.成本——属于商品经济中的一个价值范畴，
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1）成本定义 

 财务会计中“成本”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
务而发生的各种经济资源的耗费。 

 成本信息用于存货的计价和损益计量 

 成本分为两部分： 
•销售成本：损益表 

•存货成本：资产负债表 

 完全成本法、制造成本法、实际成本、计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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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1.成本 
1）成本定义 

 管理会计中的“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
象化的、以货币表现的为达到特定目的而应当或
可能发生的各种经济资源的价值牺牲或代价。 

 成本规划 

 成本核算 

 成本分析 

 成本决策 

 成本控制 
9 

（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按照成本习性划分 

  成本习性（性态），是指成本总额与业务量
（产量或销售量）总数的依存关系。 

 变动成本：凡是成本总额的增减变动与业务
量总数的变动成正比例的，如材料费等； 

 固定成本：凡是成本总额不受业务量变动的
影响而固定不变的，如折旧费、管理人员工
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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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付现成本和沉没成本 

 

 付现成本：需要动用现金等流动资金支付的成本，
如耗用的材料、支付的工资等； 

 

 沉没成本（或非付现成本）：过去已经支付过款
项，目前决策时无法改变的成本，如项目调研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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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历史成本与重置成本 

 

 历史成本是指已经发生的实际成本； 

 

 重置成本则是指目前从市场上购买同一资产时所
需支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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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可递延成本与不可递延成本 

 可递延成本：与推迟方案有关或与延迟支出有关
的费用。在企业财务负担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对
已决定选用的某一方案推迟执行，或将方案中的
某一些费用延迟到以后期内再发生等。 

 不可递延成本是指已选定的某一项方案，或某些
执行方案中的某些支出，即使在企业财务负担能
力有限的情况下，也不能推迟执行，否则便会对
整个经营或投资过程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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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 

 

 可控成本：责任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
使其按责任人所希望的状态发展的成本，可控成
本是某责任人（车间、部门）能控制、要负责的
成本； 

 不可控成本：责任人不能控制、不能负责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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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的区分是相对
的： 

    ①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的区分同成本发生的空间
有关： 

随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不同而不同。 

    ②可控成本的相对性还与成本发生的时间范围有关：
建设前后的折旧费，制造前后的制造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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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可避免成本与不可避免成本 

 可避免成本是指如果选择某个特定方案就可以消
除的成本； 

 不可避免成本是指某项决策行动不能改变其数额
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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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机会成本与短缺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从各备选方案中选取一种最优方案
而放弃次优方案时所丧失的潜在利益，也就是选
择这种方案所支付的代价； 

 

 短缺成本是某项资源短缺时的可能造成的成本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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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分类 

相关成本与无关成本 

 相关成本是指与决策有关联的各种形式的未来成
本，包括前面所述的变动成本、固定成本、付现
成本、重置成本、机会成本、可控成本、可避免
成本、可递延成本等； 

 无关成本则是指过去已经发生，或虽未发生但对
未来决策没有影响的成本，包括前面所述的沉没
成本、历史成本、不可控成本、不可避免成本、
不可递延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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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1）产品成本与期间费用 

 产品成本是指可计入存货价值的成本，产品制造
过程中所耗用的经济资源的货币金额。 

 材料、人工、设备费用等 

 期间费用是指不必（不易经济合理地）归属于特
定产品，只需在发生当期进行归集核算的各项资
源耗费。 

19 

（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1）产品成本与期间费用 

 成本对象：成本发生的原因。并将吸收和承担成本
的产品、项目和活动。为什么花钱，为谁花钱谁承担 

 产品：如纸张；服务：如培训；部门：维修部 

 直接成本是直接计入各品种、类别、批次产品等成
本对象的资源耗费。 

 间接成本是与直接成本相对应的，是指与成本对象
相关联的成本中不能用一种经济合理的方式追溯到
成本对象的那一部分产品成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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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2）产品成本归集和分配的目的 

改善决策 

计划、控制和业绩评价 

衡量资产和收益 

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21 

（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3）产品成本归集和分配的要求 

严格执行规定的成本计量要求  

正确划分各种成本耗费的界限  

 正确划分存货成本与期间费用的界限  

 正确划分各期的成本界限  

 正确划分各种产品的成本界限  

 正确划分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成本界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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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4）产品成本归集和分配的基础工作 

      ①定额的制定和修订  

      ②材料物资的计量、收发、领退和盘点  

      ③原始记录  

      ④厂内计划价格的制定和修订 

23 

5）成本计算的基本步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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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5）选择适当的成本计算方法 

成本的归集和分配： 

 成本的归集是指通过一定的会计制度以有序的

方式进行成本数据的收集或汇总。  

 成本的分配是指将归集的间接成本分配给成本

对象的过程，即间接成本的分摊或分派。 

 原则： 

• 因果原则、受益原则、公平原则、承受能力 
25 

（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6）成本核算使用的主要科目  

“生产成本” 
应设置两个二级科目  

“基本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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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7）成本核算的其他内容  

制造费用的分配 

分批法、分步法、品种法 

联产品副产品的核算 

残次品废品的核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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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与成本核算方法 

2.成本核算 
8）产品成本计算制度的类型  

产品成本计算制度是指为编制财务报表、进行日常的

计划和控制等不同目的所共同完成的一定的成本计算

程序。 

实际成本计算制度和标准成本计算制度  

全部成本计算制度和变动成本计算制度 

产量基础成本计算制度和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制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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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成本管理是管理会计中的重要分支 

成本核算是财务会计的重要职能 

成本核算是管理会计职能得以发挥的基础 

 

29 

课前小问题解答 

 同样都是花钱，在会计核算时有的钱计入“成

本”，有的钱计入“费用”。为什么？ 

 财务会计上“成本”和“费用”这两个概念有

什么不同？ 

 管理会计的成本和财务会计的成本一样吗？ 

 管理会计需要什么样的成本信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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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以成本性态为基础的成本分类是管理

会计的基础。 

31 

（二）成本性态分类 

     成本性态，是指成本总额与产量之间

的依存关系。 

成本按性态划分为三类： 

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混合成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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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1.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是指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不受业务量

变动影响，一定期间的总额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成本。  

33 

 固定成本习性模型 

 
 
（二）成本性态分类 

 
1.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的特征： 

固定成本总额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不变。 

单位固定成本随着产量的变化而降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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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1:某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其专用生产设备的月折旧额为10 

000元。该设备最大加工能力为4 000件/月，当该设备分别生产
1 000件、2 000件和4 000件时，单位产品所负担的固定成本如
表所示。 

2.1 成本分类 

产量(件) 总成本(元) 单位产品负担的固定成本(元) 

1 000 10 000 10 

2 000 10 000   5 

3 000 10 000        3.33 

4 000 10 000        2.50 

1.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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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成本分类 

固
定
成
本F

（
元
） 

单
位
产
品
负
担
的
固
定
成
本a

（
元
）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10 000 

20 000 

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1 
2 
3 
4 
5 

7 
8 
9 

10 

6 

0 

1.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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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1.固定成本 
 1）一定期间的固定成本的稳定性是有条件的，即业务量
变动的范围是有限的。例如，照明用电一般不受业务量变动的
影响，属于固定成本。如果业务量增加达到一定程度，需要增
开生产班次，或者业务量低到停产的程度，照明用电的成本也
会发生变动。能够使固定成本保持稳定的特定的业务量范围，
称为相关范围。 

 2）一定期间固定成本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即对于业务量
来说是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月该项成本的实际发生额都
完全一样。例如，照明用电在相关范围内不受业务量变动的影
响，但每个月实际用电度数和支付的电费仍然会有或多或少的
变化。 

 
37 

（二）成本性态分类 

1.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的总额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1）提供和维持生产经营所需设施、机构而支出

的成本。例如，固定资产折旧、财产保险、管理人

员工资、取暖费、照明费等。 

（2）为完成特定活动而支出的固定成本，其发生

额是根据企业的经营方针由经理人员决定的，例如，

科研开发费、广告费、职工培训费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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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成本 

 按决策是否可以改变数量： 

约束性固定成本 

 不能通过当前的管理决策行动加以改变 

 企业“经营能力”成本，而不是产品成本 

酌量性固定成本 

 可以通过管理决策行动而改变 

 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39 

（二）成本性态分类 

2.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是指在特定的产量范围内其总额随产量

变动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  

40 

变动成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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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2.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总量随产量变动而变动 

单位变动成本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不变 

 

41 

42 2014年 

2.1 成本分类 

产量(件) 材料总成本(元) 单位产品材料成本(元) 

1 000 20 000 20 

2 000 40 000 20 

3 000 60 000 20 

4 000 80 000 20 

 
 
 例2-2:假定例2-1中单位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为20

元，当产量分别为1 000件、2 000件、3 000件和

4 000件时，材料的总成本和单位产品的材料成本

如表所示。 

 

2.变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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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4年 

变动成本的性态模型 

2.1 成本分类 

单
位
变
动
成
本b

（
元
） 

产量m件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80 000 

0 

60 000 

40 000 

20 00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40 

0 

20 

总成本v（元） 

2.变动成本 

（二）成本性态分类 

2.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直接受产量的影响，两者保持正比例
关系，比例系数稳定。 

    单位成本的稳定性是基于产量在有限范围内变
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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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2.变动成本 

由什么决定？ 
（1）技术变动成本：由技术或实物关系决定。 

与业务量有明确的技术或实物关系的 

是利用生产能力所必须发生的成本 

（2）酌量性变动成本：单位成本的发生额是由经

理人员决定的。 

 可以通过管理决策行动改变 

经理人员的决策一经作出，具有技术变动成本的同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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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3.混合成本 

除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之外的成本，它们因产量

变动而变动，但不是成正比例关系。 

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半变动成本 

阶梯式成本  

延期变动成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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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3.混合成本 

1)半变动成本是指在初始基数的基础上随产量正比

例增长的成本。  

47 

半变动成本模型  

（二）成本性态分类 
3.混合成本 

1)半变动成本 

举例：汽车的油耗： 

90公里匀速油耗为10升/百公里。 

时速在80-120之间剧烈变化时，油耗会上升。 

时速稳定在80可能会更低。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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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49 

3.混合成本 

2)阶梯式成本，是指总额随业务量呈阶梯式增长

的成本，亦称步增成本或半固定成本。  

 阶梯式成本模型 

（二）成本性态分类 

50 

3.混合成本 

2)阶梯式成本 

阶梯水、电价。 

每年用水量在100方以内，单价2元。 

超过100方到500方之间，单价3元。 

500方以上，单价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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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51 

3.混合成本 

2)阶梯式成本 

整车运输费用 

每次运50辆车用小型运输车辆，价格10万。 

每次运50-100辆车用中型运输车，价格30万。 

 

（二）成本性态分类 

52 

3.混合成本 

3)延期变动成本是指在一定业务量范围内总额保
持稳定，超过特定业务量则开始随业务量比例增长
的成本。  

延期变动成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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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类 

53 

3.混合成本 

3)延期变动成本 

包月电话费 

50元包月150分钟国内通话，30M流量。 

超过部分每分钟0.3元/分钟，2元/M。 

 

思考题 

 成本性态和财务会计的成本项目

有何不同？ 

 对成本做这样的划分有何意义？ 

 成本信息如何预先获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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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性态分析 

• 成本估计 

• 成本估计方法 

      

55 

（一）成本估计 

56 

成本估计（Cost estimate）是指运用一定的科学

方法，对将要进行的某种活动的成本水平及其变化趋

势作出科学的估计。 

  在产品成本核算之前，预计一下产品的总成本

是多少，如何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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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估计 

57 

产品的总成本由各种性态的成本组合而成 

 总成本（混合成本）=变动+固定+混合 

 成本估计就是把混合的成本拆成变动成本或固

定本，以便于进行成本决策。 

（一）成本估计 

 总成本的函数模型 

    Y=a+ bX 

 分解方法： 

高低点法 

回归法 

工业工程法 

账户分析法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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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59 

1.高低点法 

    高低点法是以过去某一会计期间的总成本和业务

量资料为依据，从中选取最高的业务量点和最低业务

量点，将总成本进行分解，得出成本性态的模型。 

（二）成本估计方法 

60 

1.高低点法 

高低点法的计算公式为： 

单位变动成本＝﹙最高点业务量成本－最低点业务

量成本﹚/﹙最高点业务量－最低点业务量﹚ 

固定成本总额＝最高点业务量成本－单位变动成本

×最高点业务量 

             ＝最低点业务量成本－单位变动成本
×最低点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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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1.高低点法 
          

                   最高点业务量成本－最低点业务量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 

                     最高点业务量－最低点业务量 

公式讲解： 

单位成本的计算公式=总成本/业务量 

变动成本的特性是总额变动，因此，变动成本总额=
最高业务量成本-最低业务量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成本变动总额/业务量的变动 
 

61 

（二）成本估计方法 

 1.高低点法 

数学解释： 

设：最高业务量：Y1=a+bX1    最低业务量：
Y2=a+bX2 

最高-最低=Y1-Y2=b(X1-X2) 

b=(Y1-Y2)/(X1-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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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1.高低点法 

固定成本总额1＝最高点业务量成本－单位变动成本×

最高点业务量 

固定成本总额2＝最低点业务量成本－单位变动成本×

最低点业务量 

公式解释： 

设：最高业务量：Y1=a+bX1    最低业务量：
Y2=a+bX2 

已经求出b，则a=Y1-bX1  或  a=Y2-b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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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例2-3:某企业采用高低点法分解混合成本，其

产销量和产品成本情况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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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产销量（万件） 产品成本（万元） 

2009 290 250 

2010 275 230 

2011 250 240 

2012 300 275 

2013 325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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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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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2014年产销量为400万件，2014年产
品成本为（   ）万元。 

 A．300      B．295      
 C．310      D．345 

 

（二）成本估计方法 
 高低点法是根据业务量的最高和最低两点资料来

进行计算的，所以本题应根据2013年的325万件
和2011年的250万件产销量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则总成本公式y＝a＋bX中： 

 b＝（270－240）÷（325－250）＝0.4（万元） 

 a＝270－0.4×325＝140（万元） 

 y＝140＋0.4x 

 2014年产品成本＝140＋0.4×400＝300（万元）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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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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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归直线法 

    回归直线法，是根据一系列历史成本资料，用数

学上的最小平方法的原理，计算能代表平均成本水平

的直线截距和斜率，以其作为固定成本和单位变动成

本的一种成本估计方法。 

（二）成本估计方法 

68 

2.回归直线法 

计算回归方程y＝a＋bx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XX∑Y—∑X∑XY 

   a= 

 n∑xx—∑x∑x 

     

      n∑XY—∑X∑Y 

b= 

   n∑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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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例2-4:某公司的业务量以直接人工小时为计量单位
，其业务量在7万～14万小时范围内变化。该公司
维修成本的历史资料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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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直接人工（千小时）X 实际成本（千元）Y XX XY 

1 120 90 14 400 10 800 

2 130 91 16 900 11 830 

3 115 84 13 225  9 660 

4 105 87 11 025  9 135 

5  90 82  8 100  7 380 

6  79 73  6 241  5 767 

7  70 72  4 900  5 040 

8  80 78  6 400  6 240 

9  95 75  9 025  7 125 

10 111 89  12 321  9 879 

11 125 95  15 625 11 875 

12 140 93  19 600 13 020 

N=12 ∑X=1 260 ∑Y=1 009 ∑XX=137 762 ∑XY=107 751 

（二）成本估计方法 
 a＝（137762×1009－1260×107751）÷（12×137762－12 60^2）

＝49.37（元） 

 b＝（12×107751－1260×1 009）÷（12×137762－1260^2） 

 ＝0.3306（元） 

 每月维修成本的一般方程式为： 

 Y＝49.37＋0.3 306X 

 用全年总产量来验证： 

 Y＝49.37×12＋0.3 306×1 260＝1 008.996 

 ΣYi＝1 009，预测值Y＝1 008.996，两者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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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71 

3.工业工程法 

    工业工程法，在这里是指运用工业工程的研究方

法，逐项研究决定成本高低的每个因素，在此基础上

直接估算固定成本和单位变动成本的一种成本估计方

法。 

（二）成本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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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工程法 

使用工业工程法估计成本的基本做法是： 

（1）选择需要研究的成本项目； 

（2）观察现行方法并记录全部事实，主要是投入的
成本和产出的数量； 

（3）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研究出最实用、最有效、
最经济的新的工作方法； 

（4）把新的方法确定为标准的方法，并测定新方法
的每项投入的成本，将与产量有关的部分归集为单位
变动成本，将与产量无关的部分汇集为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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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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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4：HW公司有一维修车间，其发生的成本均为

混合成本。公司的一位管理会计人员在一个月里选择

了若干天来观察该车间的维修工作，并确定设备维修

最合理的业务量是维修小时。该会计人员根据维修车

间的薪金及设备费用估测每月固定成本大约为20000

元，同时，根据所观察的计时人工，维修材料使用和

动力耗费情况，估测单位变动成本为每小时135元。

这样，维修车间的维修成本函数可以表达如下： 

 

（二）成本估计方法 

 Y=20000+13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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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例2-5：某车间燃料用于铸造工段的熔炉，具

体分为点火（耗用木柴和焦炭）和熔化铁水（

耗用焦炭）两项操作。对这两项操作进行观测

和技术测定，寻找最佳的操作方法。按照最佳

的操作方法，每次点火要使用木柴0.1吨、焦

炭l.5吨，熔化1吨铁水要使用焦炭0.15吨；每

个工作日点火一次，全月工作26天，点火燃料

属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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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例2-5： 

 熔化铁水所用燃料与产量相联系，属变动成本

。木柴每吨价格为100元，焦炭每吨价格为180

元。 

 请根据上述资料构建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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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解析】 

 根据每次点火要使用木柴0.1吨、焦炭l.5吨： 

 每日固定成本＝0.1×100＋1.5×180＝280（

元） 

 根据每月点火26次： 

 每月固定成本＝280×26＝7 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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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根据熔化1吨铁水要使用焦炭0.15吨： 

 每吨铸件变动成本＝0.15×180＝27（元） 

 设燃料总成本为y，产量为x吨铸件，则每月燃

料总成本为： 

 y＝7 280＋2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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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79 

4.账户分析法 

 根据各有关成本明细账的发生额，结合其与业

务量的依存关系，对每项成本的具体内容进行直接分

析，使其分别归入固定成本或变动成本的一种方法。 

 原材料：变动 

 工人工资：固定+变动 

 燃料动力：变动 

（二）成本估计方法 
 例2-6：HP公司维修车间1月份各成本明细账发生额

的数据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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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明细账户 1月份发生额 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管理人员薪金 8000 

直接工人工资 30000 

设备折旧 12000 

燃料动力 5000 

维修材料 20000 

维修总成本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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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估计方法 
 HP公司维修车间1月份各成本明细账发生额的数据

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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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明细账户 1月份发生额 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管理人员薪金 8000 8000 

直接工人工资 30000 30000 

设备折旧 12000 12000 

燃料动力 5000 5000 

维修材料 20000 20000 

维修总成本 75000 20000 55000 

（二）成本估计方法 

 假设1月份维修工时为550小时，则每工时的维

修变动成本为:55000/550=100元。 

 因此，维修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Y=20000+100x 

 预计2月份维修工时400小时，则其预计总成本

为：20000+100*400=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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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点回顾及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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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重点难点： 

① 成本性态以及混合成本的分解 

② 成本估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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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涉及的关键概念 

 

 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混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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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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