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成本会计                                  

项目  二         项目/主题：生产  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第一部分：教学设计

任务 一至  六   ，   18   学时

知识目标：

明确要素费用的含义及分类；掌握要素费用归集和分配的账户设置；掌握

材料费用归集和分配的方法；理解动力费用的归集与分配。要求学生掌握固定

资产折旧费用与修理费用的归集与分配；了解人工费用包含的具体内容；掌握

人工费用计算的常用方法和归集方法；掌握人工费用分配及其账务处理；长期

待摊费用和其他费用的核算。

能力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让学生能够进行材料费用的核算。

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案：

重点：材料费用分配方法的选择与原理；材料费用分配表的编制；外购动

力费用分配表与分配方法；折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会计准则中人工费用的具

体内容；工资总额的计算和其他人工费用的计算；人工费用分配的账务处理；

人工费用分配表的编制；长期待摊费用的核算；辅助生产费用归集的方法；辅

助生产费用的分配程序；直接分配法；顺序分配法；辅助生产费用的交互分配

法；辅助生产费用的交互分配法实际分配率方式；累计分配率方式；废品损失

的含义及计算；停工损失的分配。

难点：材料费用分配表的编制；会计准则中人工费用的具体内容；人工费

用分配表的编制；辅助生产费用的交互分配法；累计分配率方式。

教学条件（环境）要求：

多媒体教室，PPT 软件

教学活动设计：（包括教学实施步骤、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学生活动、时间分配、

学习成果评价标准）

教学实施步骤：先理论上讨论要素费用的核算，后让学生动手，以使学生能够

真正知道如何进行材料费用的核算。

教学内容：要素费用核算概述；材料费用的归集与分配方法；燃料和动力费用

的归集与分配；外购动力费用核算；折旧费用及修理费用核算；其他费用的核

算；人工费用核算的具体内容；人工费用的计算；人工费用的归集与分配；其

他费用的归集与分配核算、长期待摊费用的核算。

方法手段：主要运用讲授法，在讲授过程中边演示边讲解，合理运用启发式，

提问式，与学生进行适当讨论和交流。



课堂活动：练习与作业。

课外作业：（1）什么是要素费用，要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应设置那些账户？

（2）材料费用分配的主要标准有哪些？（3）如何编材料费用分配表？固定资

产旧方法的选择？（4）计时工资的各种计算方法的不同之处？（5）如何分配

人工费用？（6）新会计准则是如何界定人工费用的？

学习成果评价标准：掌握材料费用核算的原理与实务。

第二部分：讲授内容

项目二  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任务一 材料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一、专设成本项目的直接生产费用的核算程序

对于原材料、燃料及动力、工资：只生产一种产品耗用的，直接计

入“基本生产成本”；生产多种产品共同耗用的，先分配，后计入有关

成本项目。

二、要素费用中其他用途费用的核算程序

直接用于辅助生产、专设成本项目的，直接计入“辅助生产成本”，

月末分配计入“基本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对

于直接用于产品生产，但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费用、间接用于产品生产

的费用等，计入“制造费用”，月末分配。这样，“基本生产成本”账：

本月生产费用＋期初在产品费用＝完工产品成本＋月末在产品费用

费用的分配标准：

1、成果类：重量、体积、产量、产值等 2、消耗类：生产工时、生

产工人工资、机器工时、原材料消耗或原材料费用 3、定额类：定额消

耗量、定额费用、定额工时等

分配公式：费用分配率＝待分配费用总额/分配标准总额

某成本对象应分配的费用＝该成本对象的分配标准×费用分配率

例：A、B 产品共同耗用原材料 1000 元，按产量分配。产量分别为：

40、60 件。如何分配？

三、材料发出的核算

1、材料发出的凭证：“领料单”、“限额领料单”、“领料登记表”、

“假退料”手续：本月“退料单”，下月初“领料单”。计算消耗量：

“连续记录法”或“盘存计算法”

2、实际成本法

 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个别计价法

月末，“收料凭证汇总表”、“发料凭证汇总表”

3、计划成本法



例题：假定新光工厂存货采用计划成本法记账，2003年 7 月份有关资料

如下：（1）“原材料”账户期初借方余额 2400 元，“材料成本差异”

账户期初贷方余额 180 元，原材料计划单位成本为 6 元。（2）7 月 6日

外购原材料 800 公斤，单价 7 元（不含增值税），增值税率 17%，运杂

费 200 元（其中准予按 10%的比例扣除进项税额）。款项以银行存款支

付，材料尚未到达。（3）7 月 8日，上项材料验收入库，并结转其负担

的材料成本差异。 （4）7 月 15日，本月生产 A 产品领用材料 600 公斤。

要求：（1）根据经济业务编制会计分录。（2）计算本月原材料成本差

异率，并据以计算分摊本月发出原材料负担的成本差异，编制会计分录。

四、材料费用的分配

 1、分配

对于直接用于生产，构成产品实体的原材料费用：（1）能分清的，直接

计入（2）共同耗用的，先分配，再计入分配标准：定额消耗量、重量、

产量、体积等分配程序：见课本（以定额消耗量为标准）

公式：某产品原材料定额消耗量＝该产品实际产量×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

量定额原材料消耗量分配率=原材料实际消耗量/各产品原材料定额消耗

量之和某产品应分配原材料实际消耗量＝该产品原材料定额消耗量×原材

料消耗量分配率某产品应分配的实际原材料费用＝该产品应分配原材料

实际消耗量×材料单价在生产多种产品共同耗用多种原材料的情况下，可

以按各种产品所耗各种原材料定额费用的比例分配原材料费用。分配程

序：见课本

2、账务处理

据“耗用材料汇总表”和“材料费用分配表”编制会计分录：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直接生产)

辅助生产成本(辅助车间生产)

制造费用(车间管理部门)

管理费用(行政管理部门)

营业费用(销售部)

贷:原材料

任务二 人工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一、工资总额的组成

  1、计时工资 2、计件工资 3、奖金

  4、津贴和补贴 5、加班加点工资 6、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二、工资费用的原始记录

  1、考勤记录 2、产量及工时记录



三、工资费用的计算

  1、计时工资的计算(四种方法)

  A、月薪制

  某职工计时工资＝月标准工资－事假、旷工天数×日工资率－病假天数×日工

资率×应扣比例

  B、日薪制

  计时工资＝出勤天数×日工资率＋病假天数×日工资率×应得比例

  日工资率的计算：

 （1）每月固定按 30天计算

  日工资率＝月标准工资/30天

  缺勤期间遇有节假日，应照扣工资

（2）每月固定按 21天计算

  日工资率＝月标准工资/21天

  缺勤期间遇有节假日，应不扣工资

  注意:把握休息日的处理（见课本例题）

 2.计件工资的计算

   见教材 P30

四、工资结算与支付的核算

　工资结算单一式三份（劳资部门、工资条、财务部门）、工资结算汇总表

五、工资费用分配的核算(按工时比例分配)

  账务处理:   

         借:有关成本费用账户

            贷:应付工资　　　　

六、应付福利费分配的核算

  比例、用途、会计分录

习题：某企业九月份共发生工资费用 30000 元，其中基本生产车间工人工资 20000 元，辅

助生产车间工人工资 3000 元。车间管理人员工资 1500 元，行政管理人员工资 2500 元，企

业销售人员工资 3000 元。其中企业生产两种产品，甲产品消耗的工时为 15000小时，乙产

品消耗工时为 5000小时。要求:分配基本生产车间工资费用，并做工资发放和分配的分录。

任务三 其他生产费用的核算

一、外购动力费用的核算 

一般： 借：基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营业

费用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

二、燃料费用的分配



若在产品成本中比重较大，与动力费一起，专设“燃料及动力”成

本项目；同时，设“原材料－燃料”账户。其具体分配与原材料相同

三、包装物发出和摊销

生产领用包装物－－随同商品出售但不单独计价的－－随同商品出

售单独计价的－－计划成本法下，月底应结转差异。另：出租出借包装

物时，包装物价值摊销方法。 1、一次摊销法 2、五五摊销法 3、分期摊

销法

四、低值易耗品的摊销

1、一次摊销法(适用于单位价值低,使用期限短的低值易耗品)

领用：      借:制造费用(等)   贷:低值易耗品

报废(有残料)：   借:原材料 贷:制造费用(等)

“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的用法: (1)购入时有借有贷,借表超支,贷表节约。

(2)领用时在贷方,结转超支差异用蓝字,结转节约差异用红字。

2、分次摊销法(适用于单价高,不易报废的低值易耗品)

领用:  借：(长期)待摊费用贷:低值易耗品

分期摊销:借:管理费用(等)贷:(长期)待摊费用

任务四 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一、辅助生产费用归集的核算

（一）辅助生产费用归集的程序

1、账户的设置：“辅助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2、归集的程序：有两种，区别在于制造费用归集的不同

（二）辅助生产费用归集的账务处理

1、设置“制造费用”账户的情况

 借：辅助生产成本

贷:原材料/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

借：制造费用  贷：累计折旧/原材料/银行存款等

借：辅助生产成本   贷：制造费用  

2、不设置“制造费用”账户的情况

 借：辅助生产成本   贷：原材料 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累计折旧待摊

费用银行存款（等） 

3、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的格式： 

二、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核算

（一）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特点

生产产品的：借：低值易耗品/原材料（等）贷：辅助生产成本



并在领用时：借：基本生产成本/制造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等）贷：

低值易耗品/原材料（等）

提供劳务的： 借：基本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在建工

程等 贷：辅助生产成

（二）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方法

1、直接分配法

（1）特点：将各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费用，直接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

各受益单位，辅助车间之间相互提供的劳务忽略不计

（2）公式：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率=待分配的辅助生产费用/辅助生产车间

以外各受益单位耗用劳务总量

某受益单位应分配辅助生产费用=该受益单位耗用某种劳务数量×辅助生

产费用分配率

（3）会计分录：

借：基本生产成本－A 产品

                －B 产品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营业费用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水车间

                      ——供电车间

教材例题：

（4）优缺点：

计算简便，但分配结果含有较大误差。因此，适用于辅助生产车间之间

相互不提供劳务，或劳务较少的情况。

2、顺序分配法

（1）特点：辅助车间按受益多少的顺序排列，受益少的在前，先分配；

受益多的在后，后分配；分配时前者分配给后者，后者不再分配给前者

（2）例题

（3）会计分录：

  分两步：先做前者分配的会计分录，后做后者分配的会计分录。  

（4）优缺点：

3、交互分配法

（1）特点：分两步，先交互分配，再对外分配

（2）例题：

（3）会计分录：

   先交互分配：

  借：辅助生产成本——锅炉车间



                  ——供电车间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

                      ——锅炉车间         

   再对外分配：

  借：基本生产成本——A 产品

                  ——B 产品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贷：辅助生产成本——锅炉车间

                      ——供电车间

（4）教材例题：

（5）优缺点：

该方法分配给各受益单位的费用比前两种方法要准确，也有利于考核各

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水平。但各辅助生产费用要计算两个单位成本，进

行两次分配，因而增加了核算工作量。

4、代数分配法

  （1）定义及公式  

该辅助生产车间直接发生的费用+该辅助生产车间耗用其他辅助生产车间

产品或劳务的数量×其他辅助生产车间产品或劳务的单位成本=某辅助生

产车间提供产品或劳务的数量×该产品或劳务的单位成本

（2）会计分录：

       借：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

                       ——供水车间

           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营业费用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水车间

                           ——供电车间

    分配结果最正确，但比较复杂

5、计划成本分配法

（1）定义：就是按各种劳务的计划单位成本和各受益单位、部门耗用的

劳务量来分配各种辅助生产费用的方法。

（2）会计分录：

  A.按计划成本分配，



   借：辅助生产成本——供水车间

                   ——供电车间

       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营业费用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

                       ——供水车间

B.结转超支或节约额 

  借：管理费用

      贷：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

                      ——供水车间（超支用蓝字，节约用红字）

任务五  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一、制造费用归集的核算

（一）制造费用的项目

  1、含义

    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应计入产品成本但没

有专设成本项目的各项生产费用。

  2、内容

包括三部分：大部分是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也有一部分是直接用

于产品生产，但管理上不要求或不便于单独进行核算，因而未专设成本

项目的费用；还包括车间用于组织和管理生产的费用。

  3、制造费用多栏式明细账中多栏项目的设置

    机物料消耗、工资和福利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保险费、

低值易耗品摊销、水电费、取暖费、运输费、劳动保护费、设计制图费、

试验检验费、差旅费、办公费、在产品亏损报废、季节性及修理期间停

工损失等。

  4、科目：“制造费用”（按车间、部门设立明细账）

（二）制造费用归集的账务处理

  借：制造费用

    贷：原材料/应付工资/累计折旧/银行存款等

二、制造费用的分配

（一）制造费用分配的程序

  在只生产一种产品的车间，制造费用直接计入该种产品成本；在生产

多种产品的车间，制造费用则应该采取合适的方法，分配计入各产品的

生产成本。



  分配方法：生产工时比例法、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机器工时比例法、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二）制造费用分配的方法

  1、生产工时比例法

制造费用分配率＝制造费用总额/各种产品生产工时总数

某种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该产品的生产工时数×制造费用分配率

例：见课本（P51）  优缺点、适用范围

2、生产工人工资比例分配法

  制造费用分配率＝制造费用总额/各产品生产工人工资总额

  某种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该种产品生产工人工资×制造费用分配率

  优缺点：     

  适用范围：

  3、机器工时比例分配法

  4、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年度计划分配率＝年度制造费用计划总数/年度各产品计划产量的定额工

时总数

某月某产品应负担的制造费用＝该月该种产品实际产量的定额工时数×年

度计划分配率

特点、会计处理

例 1：见课本

例 2 ：光华公司到年底已按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 60100 元，其中甲

产品为 41000 元，乙产品为 19100 元。该年实际制造费用为 60462.5 元。

本年度共少分配制造费用＝60462.5－60100＝362.50 元，则甲乙产品再

应分配制造费用如下:                                                  

甲产品应再分配数＝41000× 362.5/ 60100＝247.30(元)

乙产品应再分配数＝362.50-247.30＝115.20(元)

三、制造费用分配的核算

借：基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甲产品

                             －乙产品

   贷：制造费用

任务六 损失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一、废品损失的核算

（一）废品损失的概念和内容



   废品概念：指不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不能按原规定用途使用或需要

加工修理后才能使用的在产品、半成品或产成品，包括生产过程中发现

的和入库以后发现的废品。废品分为可修复废品和不可修复废品。

   废品损失概念：是指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废品所形成的报废损失和

修复费用。

   报废损失：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扣除残料价值和应收赔偿款以后

的损失。

   修复费用：可修复废品在返修过程中所发生的修理费用。

（二）废品损失归集的核算

 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产品”

 废品净损失＝不可修复废品生产成本＋可修复废品修复费用－残料价值

－应收赔款

 废品净损失由本月同种产品成本负担，转入“基本生产成本－**产品”

账户

 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见课本 P54

 1、不可修复废品生产成本的计算

 根据不可修复废品成本表，结转废品生产成本:

 借：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产品

     贷：基本生产成本－**产品

回收废品残料价值:

 借：原材料

     贷：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产品

 应收过失者赔款:

 借：其他应收款

     贷：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产品

 将废品净损失分配计入同种合格品的成本:

 借：基本生产成本－**产品－废品损失

     贷：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产品 

2、可修复废品损失的核算

发生修复费用时:

  借：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产品

     贷：原材料（应付工资、银行存款）

回收残料价值和应收的赔款:

  借：原材料（其他应收款）

     贷：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产品



结转废品净损失:

  借：基本生产成本－**产品－废品损失

     贷：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产品

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回收残料时:

  借：原材料

     贷：基本生产成本－**产品

二、停工损失的核算

（一）概念

  指基本生产车间或车间内某个班组在停工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

停工期间支付的生产工人工资和提取的福利费、所耗用的燃料和动力费，

以及应负担的制造费用。

（二）会计处理

发生停工损失时:

   借：基本生产成本－停工损失

       贷：原材料

           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

           制造费用

结转应收赔偿、应计入营业外支出的损失:

   借：其他应收款

       营业外支出

       贷：基本生产成本－停工损失

其他原因停工损失的处理:

季节性生产企业停工损失的处理:见教材

应计入产品成本的停工净损失：

  借：基本生产成本－**产品

      贷：基本生产成本－停工损失

结转时，若停工车间只生产一种产品，则：

        若停工车间生产多种产品，则：

不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企业:

  借：制造费用（营业外支出）

      贷：原材料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教学小结：本章主要介绍了辅助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是成本会计的主要内容。



教学小结：本章主要介绍了各项要素费用的性质和内容，详细阐述了

各项要素费用的核算方法和费用分配方法，介绍了固定资产折旧费的计

算与分配主要介 人工 用的 算 分配程序。绍 费 计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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