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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目的和背景

目的

明确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核算方法

的差异，为企业提供更准确、精细的

成本核算方法，以支持决策制定和业

绩评价。

背景
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和客户需求的多

样化，传统成本核算方法已无法满足

企业对精细化管理的需求。作业成本

法作为一种先进的成本核算方法，逐

渐被企业所采用。



汇报内容

本次汇报将详细介绍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核算方法的比较，包括核算原理、核算对象、核算流程等方面的差异。同

时，将探讨作业成本法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和流程构建。

汇报对象

本次汇报面向企业财务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对成本核算方法感兴趣的相关人员。

汇报时间

预计汇报时间为60分钟，包括10分钟的问题解答时间。

汇报范围



以产品为中心，按照产品的生产工序

和工艺流程进行成本核算，将直接材

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直接计入

产品成本。

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对作业消耗资源

的确认和计量，将资源耗费归集到作

业中心，再按照作业动因将作业成本

分配到产品或服务中。

核算原理比较

作业成本法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



以产品为核算对象，主要关注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

以作业为核算对象，不仅关注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还关注作业链上各个环节的资源消耗和作业动因。

作业成本法

核算对象比较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
通常采用单一的分配标准，将间接费用按照直接人工或机器工时等比例分配到产品中。

作业成本法
采用多元化的分配标准，根据作业动因将间接费用分配到各个作业中心，再将作业中心的成本按照作

业动因分配到产品或服务中。

核算流程比较



02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概述



定义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是一种基于历史成本的会计计量方法，旨在记录和反映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

特点
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遵循配比原则，将成本按照经济用途进行分类，并分

配到相应的产品或服务上。

定义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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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制造业中，传统成本核算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产

品成本的计算和控制，以及定价决策等方面。

制造业

商贸企业利用传统成本核算方法，核算商品采购、

存储和销售过程中的各项费用，以制定合理的销

售价格和控制成本。

商贸业

服务业企业运用传统成本核算方法，计量服务过

程中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评估服务项目的盈利

能力和制定收费标准。

服务业

应用领域



优缺点分析

01

优点

02

历史成本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能够真实反映企

业过去的经营情况。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体系成熟，应用广泛，易于理解

和操作。

03



优缺点分析

• 有利于企业加强成本管理，控制耗费，提
高经济效益。



优缺点分析

01

缺点

02

历史成本原则可能导致成本信息滞后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无法反映现
行成本或未来成本。

03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过于关注产品制造过程的成本，而忽视了产品设计、
市场营销等环节的成本。

04

在某些情况下，传统成本核算方法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以支持管
理决策。



03 作业成本法概述



定义：作业成本法

（Activity-Based 

Costing，ABC）是一种

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核

算方法，通过对作业活

动的计量和核算，将资

源消耗准确地分配到产

品或服务上。

特点 强调作业是消耗资源的

主体，以作业为核算对

象。

通过对作业活动的分析

和计量，揭示资源消耗

与成本对象之间的因果

关系。

提供更准确的成本信息，

支持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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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与特点



制造业

适用于制造工艺复杂、产品多样化、间接费用占比较
大的制造企业。

服务业

适用于服务流程清晰、服务产品多样化、间接费用占
比较大的服务企业。

其他行业

如物流、金融、医疗等，可根据行业特点进行定制化
应用。

应用领域



优点

提供更准确的成本信息，有助于企业制定更合理
的定价策略。

揭示资源消耗与成本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助
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

优缺点分析



优缺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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