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本会计工作的口诀

众所周知，成本会计是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涉及到企业经营

中的大量信息。纲举目张，如何抓住关键呢？简言之，抓住“三三得

九，九九八十一”个节点。 

一、九宫格 

前三格是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附分类法、定额法； 

中三格是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

本、制造费用，制造费用相当飞机起落架，起飞前先收起落架，即核

算成本时先把制造费用转入基本生产成本及辅助生产成本，辅助生

产成本可看作空中加油机，要输油到主机上，即要归结分配入生产

成本中去； 

后三格是完全/变动成本财务核算体系、实际成本/标准成本财务

核算体系、产量/作业成本财务核算体系，此为“三三得九”。 

二、九九分 

九九八十一个节点，分为九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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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是成本龙 

龙头是成本计划，龙身是成本核算，龙尾是成本分析，四个金

爪是成本控制、成本奖惩、成本预测、成本决策，龙角是定额、标准成

本。 

（二）二九是成本预测方法 

即趋势预测、本量利分析、敏感度分析、经济模型预测、目标倒推、

经验值、同行参考、弹性预算、限额成本，可产生标准成本、目标成本、

计划成本。 

（三）三九是成本管理原则 

1.树立全员成本管理意识原则； 

2.实用价值原则（既不搞烦琐哲学，又不片面追求简化）； 

3.有章可循原则（加强材料物资的收发领退和盘点管理，做好

定额、记录的设计和制定，表格要简单明了）； 

4.因地制宜（采用适当成本计算方法）原则； 

5.抓住成本信息五性原则（全面性、真实性、及时性、可比性、可

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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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本与利润非完全翘翘板关系（要具有成本周期、战略成本观

念）； 

7.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能分清受益对象的直接记入，分不

清的按标准分配计入）； 

8.分配标准与待分配费用之间有一定联系原则； 

9.成本数据是为信息使用者服务原则。 

（四）四九是九个归集的费用要素 

即主要材料、燃料动力、应付职工薪酬、其他直接费用、折旧费、机

物料、车间经费、停工损失、其他间接费用。 

（五）五九是简化九步核算模板 

1.制定产品生产标准卡片（标准耗用及标准单价）； 

2.查询期初在产品成本（量、价）； 

3.进行原材料盘点； 

4.计算材料分配和制造费用分配得出实际发生的生产费用； 

5.进行半成品盘点； 

6.根据定额资料将月末半成品进行材料还原； 

7.计算完工产品成本，得出半成品成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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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标准成本计算材料差异； 

9.根据标准成本计算费用差异。 

（六）六九是分配标准 

1.消耗量 2.费用额 3.产品的体积、长度、重量、占用面积、售价 4.

订货次数、采购价值 5.直接材料成本 6.直接材料数量 7.成本动因

（插件个数）等 8.工人工资、工人工时、机器工时、投产量 9.各种综

合分配系数，以上可有定额、实际、计划等类型。 

（七）七九是九个关键节点问题 

1.原材料领料时结转成本价格，可按计划价、实际成本、按定额、

按上月加权平均单价等； 

2.成本项目与受益对象的确定问题； 

3.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采用直接分配法、顺序分配法、交互分

配法、代数分配法、按计划成本分配法等（计划成本分配时，按计划

单位成本计算得出各个车间、部门应分配的生产成本、制造费用，辅

助成本与计划成本之间的差额按受益数量比例转出到非核算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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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本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如材料按定额消耗量比例或按定

额成本比例分配等； 

5.成本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一为间接分配，即约当

产量法、定额比例法，一为直接计入，如在产品不计算成本法、在产

品按固定成本计价法、在产品按所耗原材料费用计价法、在产品按定

额成本计价法；或者按计划成本、定额单位成本或最近一期相同产品

的实际单位成本计算产成品成本，从产品成本计算单中转出产成品

成本后，其余额即为在产品成本； 

6.正常停工与非正常停工、正常损耗与非正常损耗； 

7.成本下降与效率下降的关系； 

8.成本持续性降低与形成企业优势的关系； 

9.成本效益比的关系。 

（八）八九指周期成本 

即立项成本、研发成本、设计成本、采购成本、生产成本、营销成本、

配送成本、售后服务成本、行政管理成本，不可顾次失彼，减了一个

环节成本，增了另一个环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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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归一，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加强企业成本管理，

可采取如下措施 

1.以主动的战略成本管理代替传统的被动式成本核算管理，成

本降下了，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了，销售也下降了，显然不符合效益

最大化原则的，甚至创造优势、发掘特色还会增加成本，关键是要增

加效益； 

2.以动态的成本管理取代静态的成本管理，重视成本控制，注

重市场调查和生产经营信息的反馈； 

3.注重实际而不是想象，压缩人员开支、降低供应价格、提高产

量、加强销量的计划要务实，产品价格没有市场竞争力时该下马要及

时下马； 

4.成本信息要反映成本而不能失真，不能为填报各种口径的上

报资料方便乱摊成本、搞乱账目，让企业管理者无从考核和控制生产

经营； 

5.要重视信息技术运用，这样才能有能力及时收集处理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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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信息； 

6.抓住降低成本的关键，通过技术创新，通过管理方式改变，

而不是偷工减料，也不是盲目地减少产品功能，如只是消除多余功

能、改良生产工艺、实现自动化等；通过全过程管理，而不是简单的

制造成本管理；采取零库存、订单生产等避免产品滞销，加大资金成

本，与其他企业实现技术共享、市场共享等分担经营成本； 

7.加强决策前成本核算，企业新上产品、新接订单，就要树立成

本意识，既要技术上可行，也要经济上可行； 

8.重视隐形成本降低，如市场开拓、内部结构的调整、企业规模

的扩大等成本； 

9.与供应商、销售商合作分担成本，从日常的企业成本管理扩展

到从行业产业链的高度来看成本管理。 

三、持久管理，算而有用 

成本管理不是简单的等同于“支出控制”， 而是一项系统工程。

核算方法上理论联系实际，在简单的核算方法和核算资料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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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找平衡，制定适合企业特点的核算流程，纠结点是制造成本的

归集和分配，归集哪些内容，分配到哪些成本对象中；分析方法上

要实际中有所用，用得上，要有战略成本观。一环套一环，推行全员、

全过程的成本管理，反映企业的生产流程，提供管理者关心的成本

资料，在管理上下功夫，在管理中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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