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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能熟悉综合费用（辅助生产费用、制造费用、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等）的性质。

２．会对各项综合费用进行分配与归集。

! " # $

１．了解各项综合费用的性质、特点。

２．掌握辅助生产费用、制造费用、废品损失与停工损失的归集与分配的方法。

! " # $

应该怎么选择成本核算方法

凯乐机械制造公司是一个新办企业，除了设有３个基本生产车间外，还设置了两

个辅助生产车间（供电车间和机修车间）。辅助生产的服务对象为基本生产车间、辅

助生产车间和其他管理部门。许洁是公司成立时新招聘来的会计专业大学生，对成

本核算没有经验，加上是新办企业又没有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她该如何选择辅助

生产项目的成本核算方法呢？

任务３．１ 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知识链接３１　辅助生产与辅助生产费用
１辅助生产

工业企业的辅助生产是指为基本生产和经营管理服务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和劳务供

应。辅助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有工具、模具、修理用备件等；劳务供应有运输、修理、供水、供

电、供热等。辅助生产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主要为本单位生产管理服务，有时也对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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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通常设置专门的辅助生产车间来组织辅助产品的生产和劳务的供应，如供水、供电、

修理车间，工具、模具车间等，该车间可以只生产一种产品或劳务，也可以生产多种产品或

劳务。

２辅助生产费用

辅助生产车间在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过程中所耗用的原材料费用、动力费用、工资及

福利费用以及辅助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称为辅助生产费用。构成某种产品或劳务的辅

助生产成本是为生产和提供一定种类与一定数量的产品或劳务所耗费的辅助生产费用

之和。

３．１．１　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

制造业的辅助生产是指为基本生产及企业管理部门提供劳务或产品而进行的生产活

动。从事辅助生产活动的车间称为辅助生产车间。有的辅助生产车间只提供一种劳务，

如供电、机修、运输等辅助生产车间；有的辅助生产车间则生产多种产品，如从事工具、模

具制造的辅助生产车间。为了归集辅助生产车间为提供劳务或产品而发生的各种费用，

企业应设置“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账户。该账户还应按车间以及劳务或产品的种

类设置明细账，账内按成本项目或费用项目设置专栏进行明细核算。

对于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直接费用，应记入“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辅

助生产车间”账户借方。对于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制造费用，若辅助生产车间的规模较

大、提供劳务或产品品种较多、制造费用在辅助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可分别按辅助

生产车间设置“制造费用———××辅助生产车间”账户，专门归集辅助生产车间的制造费

用，并于月末时将归集在“制造费用———××辅助生产车间”账户借方的费用由账户贷方

转入“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辅助生产车间”账户借方，其一般格式如表３１

所示；若辅助生产车间的规模较小、提供劳务或产品单一、发生的制造费用较少，为了简化

核算，企业也可以不设置“制造费用———××辅助生产车间”账户，而是将辅助生产车间发

生的制造费用直接记入“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辅助生产车间”账户借方，

其一般格式如表３２和表３３所示。

表３１　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

车间：工具车间———Ａ工具 单位：元

２０××年

月 日
凭证号数 摘　　要

直接

材料

直接

人工

制造

费用

费用

转出
合　计

５ ３１ 略 根据原材料费用分配汇总表 ５４００ ５４００

３１ 根据工资费用分配表 ３８００ ３８００

３１ 根据职工福利费用分配表 ５３２ ５３２

３１ 根据制造费用分配表 １４６８ １４６８

３１ 结转完工入库工具成本 １１２００ １１２０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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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　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

车间：供电车间 单位：元

２０××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材 料 工 资

职工

福利费
折旧费 保险费 办公费

费用

转出
合　计

５ １０ 略 购买办公用品 ５５６ ５５６

３１
根据原材料费用分配汇

总表
３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３１ 根据工资费用分配表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０

３１
根据职工福利费用分

配表
１３４４ １３４４

３１ 根据折旧费用分配表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１ 根据待摊费用分配表 ８００ ８００

３１ 本月发生额合计 ３５０００ ９６００ １３４４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５５６ ４８３００

３１
结转本月辅助生产

费用
４８３００４８３００

表３３　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

车间：机修车间 单位：元

２０××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材 料 工 资

职工

福利费
折旧费 保险费 办公费

费用

转出
合　计

５ １０ 略 购买办公用品 ２２０ ２２０

３１
根据原材料费用分配汇

总表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１ 根据工资费用分配表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３１
根据职工福利费用分

配表
９８０ ９８０

３１ 根据折旧费用分配表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１ 根据待摊费用分配表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１ 本月发生额合计 ２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９８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０ ３５４００

３１
结转本月辅助生产

费用
３５４００３５４００

表３２中本月发生额合计４８３００元即为当月供电车间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表３３

中本月发生额合计３５４００元即为当月机修车间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

３．１．２　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

１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程序

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就是将归集在“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辅助生产

车间”账户借方的辅助生产费用，采用一定的方法在各受益对象之间进行分配。

由于辅助生产车间生产的产品和提供劳务的不同，其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程

序也不一样。如果辅助生产车间生产的是工具、模具等可以入库的产品，应在产品完工入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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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时，将其成本从“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工具”账户贷方分别转入“原材

料”或“低值易耗品”账户的借方。结转后，“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工具”账

户期末如有借方余额，则反映辅助生产车间在产品成本。如果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是电、

水等不需入库的产品或提供机修、运输等劳务所发生的费用，则要在各受益对象之间按所

消耗数量采用一定的分配方法进行分配。分配时，应从“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车间”账户贷方分别转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

用”“营业费用”等账户的借方，分配结转后，“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辅助生

产车间”账户应无余额。本节介绍的分配方法主要是针对不能入库的产品和劳务而言。

２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方法

企业如果只有一个辅助生产车间，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比较简单，通常按各受益对象

耗用的该辅助生产车间的产品或劳务数量比例在各受益对象之间进行分配。企业如果拥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助生产车间，且它们之间往往还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如供电车间

向机修车间提供电力，机修车间向供电车间提供修理劳务，这就使得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

比较复杂。为了正确计算辅助生产车间的产品或劳务成本，在分配辅助生产车间费用时，

首先要在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费用的交互分配，然后是对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受

益对象分配费用，从而形成了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特点，同时也增加了辅助生产费用分配

的难度。

在实际工作中，通常采用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计划成本分配法、顺序分配法和代

数分配法等专门方法。

（１）直接分配法。直接分配法是指将各辅助生产车间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直接分

配给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受益对象的方法。其特点是：辅助生产车间虽然相互耗用产

品或劳务，但并不相互分配费用，而是将费用直接分配给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受益对

象。其计算公式为

某辅助生产车间

费用分配率
＝

该辅助生产车间归集的费用总额
该辅助生产车间提供产品或劳务的总量－其他辅助生产车间的耗用量

某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

某受益对象分配额
＝

该受益对象

耗用量或劳务量
×

提供该产品或劳务的

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分配率

【案例３１】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核算（直接分配法）


　　资料

某企业设有供电和机修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根据２０××年５月“生产成本———辅助

生产成本”明细账（见表３２和表３３）资料，供电车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４８３００元，机修车

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３５４００元。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与劳务数量如表３４所示。

要求

编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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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４　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与劳务数量

受 益 对 象 供电车间／度 机修车间／工时

辅助生产车间
供电　　 １００

机修　　 　６６００

基本生产车间

甲产品　 ５００００

乙产品　 ３００００

一般耗用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行政管理部门 　２０００ ８００

合　　计 ９６６００ ５９００　

根据上述资料，用直接分配法计算辅助生产车间产品或劳务的单位成本为

供电车间分配率＝
４８３００

９６６００－６６００
＝
４８３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４

机修车间分配率＝
３５４００

５９００－１００
＝
３５４００

５８００
≈６．１０

根据上述分配率，计算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受益对象应分配的辅助生产费用，并编制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如表３５所示。

表３５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直接分配法）

企业名称： ２０××年５月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合　计

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 ４８３００ ３５４００ ８３７００

供应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劳务量 ９００００ ５８００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率 　　０．５４ 　　６．１０

基本生产

车间

甲产品

乙产品

一般耗用

耗用数量 ５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２７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耗用数量 ３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１６２００ １６２００

耗用数量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４３２０ ３０５００ ３４８２０

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数量 ２０００　 ８００　

分配金额 　７８０
① ４９００②　 　５６８０

　　注：①＝４８３００－２７０００－１６２００－４３２０＝７８０（元）；②＝３５４００－３０５００＝４９００（元）。

根据表３５编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燃料及动力　 ２７０００

———乙产品———燃料及动力 １６２００

制造费用 ３４８２０

管理费用 ５６８０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费用转出 ４８３００

———机修车间———费用转出 ３５４００

根据会计分录（记账凭证）登记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见表３２和表３３，其他成本费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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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账户从略。

采用直接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时，由于费用只对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受益对象

进行分配，因而计算工作简便，但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却不分配费用，

造成分配结果不够准确。因此直接分配法一般适用于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

劳务较少的企业。

（２）计划成本分配法。计划成本分配法是指按照预先确定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产品

或劳务的计划单位成本（计划分配率）和各受益对象（包括辅助生产车间）的实际耗用量进

行分配，然后再将各辅助生产车间实际发生的费用（该辅助生产车间在计划成本分配前归

集的费用加上其他辅助生产车间按计划成本分配时转入的费用）与各辅助生产车间按计

划成本分配转出的费用之间的差额进行追加分配或将其直接计入管理费用的方法。其特

点是：费用的分配分为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计划分配；第二步：差额的追加分配或直接

计入管理费用。

【案例３２】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核算（计划成本分配法）


　　资料

某企业设有供电和机修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根据２０××年５月“生产成本———辅助

生产成本”明细账（见表３２和表３３）资料，供电车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４８３００元，机修车

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３５４００元。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或劳务数量见表３４。假定供

电车间的计划分配率为０．５２元／度，机修车间的计划分配率为６．２０元／小时。

要求

编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采用计划成本分配法的分配结果，如表３６所示。

表３６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计划成本分配法）

企业名称：×企业 ２０××年５月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金额合计

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 ４８３００ ３５４００ ８３７００

供应劳务总量 ９６６００ 　５９００

计划分配率 　　０．５２ 　　 ６．２０

辅助生

产车间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耗用数量 １００　　

分配金额 ６２０　　 ６２０

耗用数量 　６６００

分配金额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基本生

产车间

甲产品　

乙产品　

一般耗用

耗用数量 ５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２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耗用数量 ３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１５６００ １５６００

耗用数量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４１６０ ３１０００ ３５１６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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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金额合计

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数量 ２０００ ８００

分配金额 １０４０ ４９６０ ６０００

计划分配金额合计（贷方） ５０２３２ ３６５８０ ８６８１２

辅助生产实际成本（借方） ４８９２０ ３８８３２ ８７７５２

辅助生产成本差异 －１３１２ ２２５２ ９４０

表中，辅助生产车间的实际成本计算如下。

供电车间的实际成本＝４８３００＋６２０＝４８９２０（元）　

机修车间的实际成本＝３５４００＋３４３２＝３８８３２（元）

根据表３６，编制的会计分录如下。

① 计划分配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 ６２０

———机修车间 ３４３２

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燃料及动力 ２６０００

———乙产品———燃料及动力 １５６００

制造费用 ３５１６０

管理费用 ６０００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费用转出　　 ５０２３２

———机修车间———费用转出 ３６５８０

② 将辅助生产成本的差额计入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９４０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费用转出 １３１２

———机修车间———费用转出 ２２５２

!"#

调整成本差异的分录，不论是超支差异还是节约差异，借贷对应科目都相同，只是超

支差异用蓝字金额，节约差异用红字金额。

采用计划成本分配法，各辅助生产车间的计划单位成本是预先确定的，不必单独计算

分配率，因而简化和加速了分配工作，同时通过辅助生产成本差异的计算，可以考核辅助

生产车间计划的完成情况，有利于分清企业内部各单位的经济责任。这种分配方法，一般

适用于辅助生产车间的计划单位成本比较准确，成本核算的基础工作较好的企业。

（３）交互分配法。交互分配法又称一次交互分配法，是指将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先

在辅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交互分配，然后计算出交互分配后的辅助生产费用，再在辅助生

产车间以外的受益对象之间进行分配的方法。其特点是费用的分配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交互分配。交互分配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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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率＝
该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前归集的费用总额
该辅助生产车间交互提供产品或劳务总量

某辅助生产车间应

分配的辅助生产费用
＝
该辅助生产车间

耗用产品或劳务量
×
提供产品或劳务的辅助

生产车间交互分配率

第二步，对外分配。对外分配的计算公式为

某辅助生产车间对外分配率＝
该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后归集的费用总额
该辅助生产车间对外提供产品或劳务量

某辅助生产车间交互

分配后归集的费用
＝

该辅助生产车间

交互分配前归集的费用
＋

该辅助生产车间

交互分配转入的费用

－
该辅助生产车间

交互分配转出的费用

某辅助生产车间

对外提供产品或劳务量
＝

该辅助生产车间

提供产品或劳务总量
－
其他辅助生产

车间的耗用量

某受益对象应分配

的辅助生产费用
＝
该受益对象耗用

量或劳务量
×
提供产品或劳务的辅助

生产车间对外分配率

【案例３３】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核算（交互分配法）


　　资料

某企业设有供电和机修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根据２０××年５月“生产成本———辅助

生产成本”明细账（见表３２和表３３）资料，供电车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４８３００元，机修车

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３５４００元。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或劳务数量见表３４。

要求

编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第一步，交互分配。

供电车间交互分配率＝
４８３００

９６６００
＝０．５０

机修车间应分配的费用＝６６００×０．５０＝３３００（元）

机修车间交互分配率＝
３５４００

５９００
＝６．００

供电车间应分配的费用＝１００×６．００＝６００（元）

第二步，对外分配。

供电车间交互分配后归集的费用＝４８３００＋６００－３３００＝４５６００（元）

供电车间对外分配率＝
４５６００

９６６００－６６００
＝
４５６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１

机修车间交互分配后归集的费用＝３５４００＋３３００－６００＝３８１００（元）

机修车间对外分配率＝
３８１００

５９００－１００
＝
３８１００

５８００
≈６．５７

根据表３４中的有关资料和上述计算结果，编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如表３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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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７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交互分配法）

企业名称：×企业 ２０××年５月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交 互 分 配 对 外 分 配

辅助生产车间名称　 供　电 机　修 合　计 供　电 机　修 合　计

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 ４８３００ ３５４００ ８３７００ ４５６００ ３８１００ ８３７００

供应劳务总量　　　 ９６６００ ５９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５８００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率 　　０．５０ 　　６．００ 　　０．５１ 　　６．５７

辅助生

产车间

基本生

产车间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甲产品　

乙产品　

一般耗用

耗用数量 １００

分配金额 ６００ ６００

耗用数量 ６６００

分配金额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耗用数量 ５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２５５００ ２５５００

耗用数量 ３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１５３００ １５３００

耗用数量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４０８０ ３２８５０ ３６９３０

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数量 ２０００ ８００

分配金额 ７２０① ５２５０②　 ５９７０

金额合计 ３３００ ６００ ３９００ ４５６００ ３８１００ ８３７００

　　注：①＝４５６００－２５５００－１５３００－４０８０＝７２０（元）；②＝３８１００－３２８５０＝５２５０（元）。

根据“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① 交互分配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修理费 ６００

———机修车间———水电费 ３３００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费用转出 ３３００

———机修车间———费用转出 ６００

② 对外分配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燃料及动力 ２５５００

———乙产品———燃料及动力 １５３００

制造费用 ３６９３０

管理费用 ５９７０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费用转出 ４５６００

———机修车间———费用转出 ３８１００

登记有关成本费用账户从略。

采用交互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时，由于各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的产品或劳务

进行了一次交互分配，与直接分配法相比，提高了费用分配结果的正确性。但由于在分配

费用时要计算交互分配和对外分配两个分配率，进行两次分配，增加了分配计算的工作

量。一般情况下，该种分配方法适用于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较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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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顺序分配法。顺序分配法是指按照辅助生产车间受益的多少（按价值量计算）的

顺序排列，受益少的排在前，受益多的排在后，然后按顺序分配辅助生产费用的方法。其

特点是：前序辅助生产车间将费用分配给后序辅助生产车间和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受益

对象，而不承担后序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后序辅助生产车间将前序辅助生产车间分配来

的费用加上本辅助生产车间归集的费用，再分配给下一顺序的辅助生产车间和辅助生产

车间以外的受益对象，直至分到最后一个辅助生产车间为止。

【案例３４】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核算（顺序分配法）


　　资料

某企业设有供电和机修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根据２０××年５月“生产成本———辅助

生产成本”明细账（见表３２和表３３）资料，供电车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４８３００元，机修车

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３５４００元。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或劳务数量见表３４。分配的

顺序：供电车间受益少排在前，机修车间受益多排在后。

要求

编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根据顺序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结果如表３８所示。

表３８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顺序分配法）

企业名称：×企业 ２０××年５月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金额合计

分配顺序 一 二

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 ４８３００ ３５４００ ８３７００

前序辅助生产车间转入的费用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应分配的辅助生产费用 ４８３００ ３８７００ ８７０００

供应劳务总量 ９６６００ ５９００

用于分配的劳务量 ９６６００ ５８００

费用分配率 　　　０．５０ 　　６．６７

辅助生

产车间

基本生

产车间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甲产品

乙产品

一般耗用

耗用数量

分配金额

耗用数量 ６６００

分配金额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耗用数量 ５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耗用数量 ３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耗用数量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４０００ ３３３５０ ３７３５０

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数量 ２０００ 　８００

分配金额 １０００ ５３５０ ６３５０

金额合计 ４８３００ ３８７００ ８７０００　

表中，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分配率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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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车间费用分配率＝
４８３００

９６６００
＝０．５０　　　　　　

机修车间费用分配率＝
３５４００＋３３００

５９００－１００
＝
３８７００

５８００
≈６．６７

根据表３８，编制的会计分录如下。

① 分配供电车间费用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机修车间———水电费 ３３００

　　　　———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燃料及动力 ２５０００

———乙产品———燃料及动力 １５０００

制造费用———水电费 ４０００

管理费用———水电费 １０００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费用转出 ４８３００

② 分配机修车间费用

借：制造费用———修理费 ３３３５０

管理费用———修理费 ５３５０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机修车间———费用转出 ３８７００

采用顺序分配法时，各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只计算分配一次，因而计算简便，但由于

排在前序的辅助生产车间不负担后序的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分配结果的正确性受到一

定影响。这种分配方法，一般适用于辅助生产车间相互受益有明显顺序的企业。

（５）代数分配法。代数分配法是指将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分配率设为未知数，根据

辅助生产车间交互提供劳务的关系建立多元一次方程组求解，再按各受益对象（包括受益

的辅助生产车间在内）的受益量分配辅助生产费用的方法。其特点是：费用分配率需要通

过解方程组计算，并且辅助生产车间之间也需要交互分配费用。

【案例３５】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核算（代数分配法）


　　资料

某企业设有供电和机修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根据２０××年５月“生产成本———辅助

生产成本”明细账（见表３２和表３３）资料，供电车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４８３００元，机修车

间本月发生费用为３５４００元。各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或劳务数量见表３４。假设供

电车间的费用分配率为狓（元／度），机修车间的费用分配率为狔（元／工时）。

要求

编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根据辅助生产车间交互提供劳务的关系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

４８３００＋１００狔＝９６６００狓

３５４００＋６６００狓＝５９００｛
狔

解得：
狓≈０．５０６７９８

狔≈
｛ ６．５６６８６８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结果如表３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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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９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表（代数分配法）

企业名称：×企业 ２０××年５月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金额合计

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 ４８３００ ３５４００ ８３７００

供应劳务总量 ９６６００ ５９００

用代数分配法计算的费用分配率 　 　０．５０６７９８　 　６．５６６８６８

辅助生

产车间

基本生

产车间

供电车间

机修车间

甲产品　

乙产品　

一般耗用

耗用数量 １００

分配金额 ６５６．６９ ６５６．６９

耗用数量 ６６００

分配金额 ３３４４．８７ ３３４４．８７

耗用数量 ５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２５３３９．９ ２５３３９．９

耗用数量 ３０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１５２０３．９４ １５２０３．９４

耗用数量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分配金额 ４０５４．３８ ３２８３４．３４ ３６８８８．７２

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数量 ２０００ ８００

分配金额 １０１３．６ ５２５３．８４ ６２６７．４４

金额合计 ４８９５６．６９ ３８７４４．８７ ８７７０１．５６

根据表３９，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水电费 ６５６．６９

———机修车间———水电费 ３３４４．８７

　　　　———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燃料及动力 ２５３３９．９０

———乙产品———燃料及动力 １５２０３．９４

制造费用 ３６８８８．７２

管理费用 ６２６７．４４

　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供电车间———费用转出 ４８９５６．６９

———机修车间———费用转出 ３８７４４．８７

采用代数分配法时，分配结果最正确，但在辅助生产车间较多的情况下未知数较多，

计算工作较复杂。这种分配方法，一般适用于已实现会计电算化的企业。

任务３．２ 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知识链接３２　什么是制造费用

１制造费用的含义

制造费用是指工业企业内部各分厂或车间为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应该计

入产品成本，但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各项生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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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制造费用的分类

制造费用具体可划分为以下３类。

（１）间接材料费用。是指企业内部各分厂或车间耗用的一般性消耗材料，如机物料

的消耗等。

（２）间接人工费用。是指企业内部各分厂或车间，除生产工人之外的管理人员、工程

技术人员、车间辅助人员、清洁工、维修工和搬运工等的薪酬费用。

（３）其他制造费用。是指企业内部各分厂或车间发生的不属于材料和人工的各种与

产品生产有关的费用，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的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保险费、取

暖费、水电费、办公费、差旅费、运输费、设计制图费、试验检验费、劳动保护费、季节性停工

和生产用固定资产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等。

３．２．１　制造费用的归集

制造费用是指车间为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具体包括车间管

理人员的薪酬费用、折旧费、修理费、办公费、水电费、机物料消耗、劳动保护费、季节性和

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等。

为了归集与分配制造费用，企业应设置“制造费用”账户，该账户还应按不同车间设置

明细账，账内按费用项目设置专栏进行明细核算。制造费用的归集与材料费用、外购动力

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和修理费用、薪酬费用、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密切相关。制造费

用发生时，应根据付款的原始凭证和各种费用分配表编制记账凭证，借记“制造费用”账

户，贷记“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累计折旧”“应付账款”“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银行存款”等账户，并根据记账凭证登记“制造费用”账户的总账和明细账。制造费用明

细账的一般格式如表３１０所示。

表３１０　制造费用明细账

车间：第一基本生产车间 金额单位：元

２０××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机物

料消耗
工资

职工

福利费

折旧

费

修理

费

劳动

保护费

保险

费

水电

费

办公

费

费用

转出
合　计

８ １ 略
购买劳保用品及

办公用品
１２００ ７００ 　 １９００

３１
材料费用分配

表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３１
工资及福利费

分配表
１２０００１６８０ １３６８０

３１
折旧费用分配

表
１６２２０ １６２２０

３１
待摊费用分配

表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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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０××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机物

料消耗
工资

职工

福利费

折旧

费

修理

费

劳动

保护费

保险

费

水电

费

办公

费

费用

转出
合　计

３１
辅助生产费用

分配表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１ 本月合计 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１６８０１６２２０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７００ ６８０００

３１ 分配制造费用 ６８０００６８０００

３．２．２　制造费用的分配

制造费用的分配是按各个车间进行的，月份终了时，企业应将各车间在制造费用明细

账中归集的制造费用直接转入或分配转入有关成本计算对象。其中，只提供一种产品或

劳务的车间，其归集的制造费用全部由该种产品或劳务承担，月末将制造费用直接转入该

种产品或劳务的成本；提供多种产品或劳务的车间，其归集的制造费用应由本车间生产的

各种产品或劳务承担，月末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分配转入各种产品或劳务的成本。

常用的制造费用分配方法有以下几种。

１生产工时比例法

生产工时比例法是指以各种产品所耗用的实际（或定额）生产工时为分配标准分配制

造费用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某车间制造费用分配率＝
该车间归集的制造费用总额

该车间各种产品耗用的实际（或定额）生产工时总和

某车间某产品应分配的

　　　制造费用
＝
该产品耗用的实际（或定额）

　　　生产工时数
×
该车间制造费用

　　分配率

【案例３６】 制造费用分配的核算（生产工时比例法）


　　资料

某企业２０××年８月第一基本生产车间归集的制造费用为６８０００元（见表３１０）。

该车间本月生产甲、乙两种产品耗用的实际工时分别为５０００工时和３５００工时。

要求

按生产工时比例法分配制造费用，并编制会计分录。

按生产工时比例法分配制造费用，计算如下。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制造费用分配率＝
６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３５００
＝８

甲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５０００×８＝４００００（元）

乙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３５００×８＝２８０００（元）

编制的“制造费用分配表”如表３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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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１　制造费用分配表（生产工时比例法）

车间：第一基本生产车间 ２０××年８月

产品名称 分配标准（生产工时） 分配率 分配金额／元

甲产品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乙产品　 ３５００ ２８０００

合　计 ８５００ ８ ６８０００

根据“制造费用分配表”，编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制造费用 ４００００

———乙产品———制造费用 ２８０００

　贷：制造费用———第一基本生产车间———费用转出 ６８０００

生产工时比例法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应分配的费用多少联系起来，分配结果也比

较合理，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较广泛。

２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

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是以计入各种产品成本的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为分配标准分配

制造费用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某车间制造费用分配率＝
该车间归集的制造费用总额

该车间各种产品的生产工人工资总和

某车间某产品应分配的

　　　制造费用
＝
该产品的生产工人

　　工资数额
×
该车间制造费用

　　分配率

如某企业２０××年８月第一基本生产车间归集的制造费用为６８０００元（见表３１０）。

该车间本月生产甲、乙产品的生产工人工资分别为３００００元和２１０００元。现按生产工人

工资比例法分配制造费用，计算如下。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制造费用分配率＝
６８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甲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３００００×１．３３３３＝３９９９９（元）

乙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２１０００×１．３３３３＝２８００１（元）

制造费用分配表及会计分录从略。

采用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生产工人工资是按生产工时比例分配计入

各种产品成本的，那么按照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分配的制造费用的结果与生产工时比例法分

配的制造费用的结果是相同的。另外，还应注意各种产品的机械化程度差别应该不大，否则机

械化程度高的产品，由于生产工人工资费用少，分配的制造费用也少，从而影响制造费用分配

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在制造费用中大部分是机器设备的折旧费用、修理费用和保险费用，这些

费用对于机械化程度高的产品来说，是应该多分配费用，而不是少分配费用。

３机器工时比例法

机器工时比例法是以各种产品耗用的机器设备的运转时间为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一

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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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车间制造费用分配率＝
该车间归集的制造费用总额

该车间各种产品耗用机器设备运转工时总和

　　某车间某产品应分配的

　　　制造费用
＝
该产品耗用机器设备

　　运转工时数
×
该车间制造费用

　　分配率

该种方法适用于产品生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企业。

４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是根据企业在正常经营条件下计算的各车间年度制造费用

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某车间年度制造费用计划分配率＝
该车间年度制造费用计划总额
该车间年度各种产品计划

产量的定额工时总和

某车间某月某产品应分配的

制造费用
＝
该月该产品实际

产量的定额工时数
×
该车间年度制造费用

计划分配率

采用这种方法分配制造费用时，不管各月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是多少，每月各种产品

应分配的制造费用都是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的。

【案例３７】 制造费用分配的核算（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资料

某企业第一基本生产车间年度制造费用的计划数为８４００００元，全年产品的计划产

量为：甲产品４０００件、乙产品３０００件。产品工时定额为：甲产品３０工时、乙产品１００工

时。１月该车间各产品的实际产量为：甲产品５００件、乙产品２００件。该车间本月实际发

生的制造费用为７０３００元。

要求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分配制造费用，并编制会计分录。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分配制造费用，计算结果如下。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年度制造费用计划分配率＝
８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３０＋３０００×１００
＝
８４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
＝２

本月甲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５００×３０×２＝３００００（元）

本月乙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２００×１００×２＝４００００（元）

制造费用分配表及会计分录从略。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该车间１月应分配转出的制造费用合计为７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元，而该车间１月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为７０３００元，则“制造费用”账户有借方余

额３００元，也就是说，采用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制造费用”账户月末一般有余

额，余额有可能在借方，也有可能在贷方。借方余额表示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金额大于已

分配转出的金额，为超支差异；贷方余额表示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金额小于已分配转出的

金额，为节约差异。该余额平时不需调整，年末将该账户的余额转入“生产成本———基本

生产成本”账户的借方，超支差异用蓝字金额，节约差异用红字金额。

按案例３７资料，年终时假定该车间１—１２月已分配的制造费用为８４１０００元（其中：

甲产品已分配２４００００元；乙产品已分配６０１０００元），全年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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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５０００元，“制造费用”账户年末出现借方余额４０００元，应按照已分配的制造费用比例

将该余额调整分配转入甲、乙产品的成本。其计算如下。

调整分配率＝
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６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４８

甲产品应调整的金额＝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１１５２（元）

乙产品应调整的金额＝４０００－１１５２＝２８４８（元）

编制的调整分录如下。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制造费用 １１５２

———乙产品———制造费用 ２８４８

　贷：制造费用———费用转出 ４０００

采用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计算较为简单，并且由于各月制造费用分配率相同，

有利于均衡产品成本水平，而且还能保证产品成本计算的及时性。该方法一般适用于季

节性生产，有较高的计划、定额管理水平的企业。

任务３．３ 废品损失的确认、归集与分配

３．３．１　废品损失的确认

废品是指不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不能按原定用途使用，或需要加工修理后才能使用

的在产品、半成品和产成品。

废品按能否修复的可能性和经济性，可分为可修复废品和不可修复废品。可修复废

品是指在技术上可修复，而且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废品；不可修复废品是指技术上不可修

复，或者虽可修复但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废品。

废品损失是指由于生产原因产生废品而造成的损失。具体而言，不可修复废品产生

的损失是指不可修复废品的成本扣除回收的残料价值及责任人赔偿后的净额；可修复废

品产生的损失是指可修复废品在返修过程中发生的修复费用扣除回收的残料价值及责任

人赔偿后的净额。企业发生的废品损失应计入合格产品的成本。应当注意的是，产品质

量虽不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但经检验不需要返修而可以降价出售的产品，应作为次品处

理，其降价损失反映为销售收入的减少，不能作为废品损失处理；产品入库时确系合格品，

但由于保管不善等原因使产品损坏变质而发生的损失，应作为管理费用处理，不能作为废

品损失。在产品质量检验过程中，一旦发现废品，应由产品质量检验部门填制“废品通知

单”，“废品通知单”内应填明废品的名称和数量、发生废品的原因和相关的责任人等内容。

成本会计人员应对“废品通知单”所列各项目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作为废品损失核算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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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废品损失的核算方式有两种：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和单独核算废品损失。

在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中，不可修复废品只扣除产量，而不结转成本；可修复

废品的修复费用应直接记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的有关成本项目。废品

的残料价值及责任人的赔偿可直接冲减“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中的“直接

材料”“直接人工”成本项目。该方法核算简便，适用于产品生产中不易产生废品、管理上

不需要单独考核废品损失的企业。

在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中，可以单独设置“废品损失”总账，并按基本生产车间分

别产品品种设置账页，分别成本项目设置专栏进行废品损失的明细核算；也可以在“生产

成本”总账下设置“废品损失”二级账户。“废品损失”账户借方登记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

成本和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贷方登记回收的废品残料价值和责任人赔偿以及转入当

期产品成本的净损失。该账户月末一般无余额。该方法适用于管理上需要单独考核废品

损失的企业。下面将详细介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对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科目设置情况如表３１２所示。

表３１２　科目设置情况

总账 二级科目 三级科目 明细科目

生产成本

基本生产

成本

废品损失

辅助生产

成本

甲产品

乙产品

丙产品

甲产品

乙产品

丙产品

供水车间

机修车间

直接材料、燃料及动力、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废品损失

直接材料、燃料及动力、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

１不可修复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为了归集与分配不可修复废品的损失，必须首先计算确定废品的成本，然后扣除回收

的残料价值和责任人赔偿算出废品的净损失，将净损失计入产品成本。由于不可修复废

品的成本与合格品的成本都是列入“生产成本”账户内的，因此采用一定的方法予以计算

确定。具体有两种方法：按实际成本计算和按定额成本计算。

（１）按实际成本计算不可修复废品成本。这种方法是在废品报废时将废品和合格品

实际发生的全部生产费用按一定的分配方法，在合格品和废品之间进行分配，计算出废品

的实际生产成本，并将其从“生产成本”账户的贷方转入“废品损失”账户的借方。

【案例３８】 废品损失的核算（不可修复废品损失）


　　资料

２０××年８月某企业第一基本生产车间生产甲产品２０００件，生产过程中发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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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废品６０件。合格品的生产工时为３８５０工时、废品的生产工时为１５０工时。该产品

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中登记的合格品和废品共同发生的生产费用为４０００００元（其中，直

接材料２８００００元、直接人工８００００元、制造费用４００００元）。回收的废品残料价值为

５００元。假定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直接材料费用按合格品与废品的数量比例

分配；其他费用按合格品与废品的生产工时比例分配。

要求

按实际成本计算不可修复废品成本，并编制会计分录。

根据资料编制“废品损失计算表”，如表３１３所示。

表３１３　废品损失计算表（按实际成本计算）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甲产品 ２０××年８月

项　　目 数量／件 直接材料／元 生产工时／工时 直接人工／元制造费用／元 合计／元

费用总额 ２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费用分配率 １４０ ２０ １０

废品实际成本 ６０ ８４００ １５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９００

减：残料价值 ５００

废品损失 ７９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４００

根据“废品损失计算表”，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① 结转不可修复废品的成本

借：废品损失———第一车间———甲产品 １２９０００

　贷：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１２９００

② 回收残料价值

借：原材料 ５００

　贷：废品损失———第一车间甲产品 ５００

③ 结转废品的净损失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 １２４００

　贷：废品损失———第一车间———甲产品 １２４００

根据资料及会计分录（记账凭证）登记 “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账

户和“废品损失———第一车间———甲产品”账户，如表３１４和表３１５所示。

表３１４　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甲产品 单位：元

２０××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废品损失 合　计

８ ３１ 略 根据原材料费用分配汇总表 ２８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

３１ 根据薪酬费用分配表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３１ 根据制造费用分配表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３１ 转出不可修复废品实际成本 　８４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９００

３１ 转入不可修复废品净损失 １２４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３１ 生产费用合计 ２７１６００ ７７０００ ３８５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３９９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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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１５　废品损失明细账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甲产品 单位：元

２０××年

月 日

凭证

号数
摘　　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　计

８ ３１ 略 转入不可修复废品实际成本 ８４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９００

３１ 回收残料价值 １５００ ２１５００

３１ 结转废品损失 ７９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４００

按废品的实际成本计算废品损失，其结果较为准确，但核算的工作量较大。

（２）按定额成本计算不可修复废品成本。这种方法是按不可修复废品的数量和事先

确定的工时定额与各种费用定额计算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而不考虑废品实际发生

的费用。

【案例３９】 废品损失的核算（不可修复废品损失）


　　资料

２０××年８月某企业第一基本生产车间生产乙产品１０００件，验收时发现不可修复

废品４０件。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单位产品的直接材料费用消耗定额为８０元。

废品的定额工时为１００工时，单位工时的直接人工费用定额为１５元、单位工时的制造费

用定额为８元。回收残料价值为１００元。

要求

按定额成本计算不可修复废品成本，并编制会计分录。

根据资料，编制“废品损失计算表”，如表３１６所示。

表３１６　废品损失计算表（按定额成本计算）

第一基本生产车间：乙产品 ２０××年８月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数量／件 直接材料 定额工时／工时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　计

费用定额 ８０ １５ ８

废品定额成本 ４０ ３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００ ５５００

减：残料价值 １００ １００

废品损失 ３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００ ５４００

有关会计分录以及相关的明细账略。

企业按废品的定额成本计算废品损失，计算工作简便，但企业必须具备比较准确的定

额成本资料，否则会影响产品成本的真实性。

２可修复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可修复废品损失是指可修复废品在返修过程中发生的修复费用并扣除回收的残料价

值和责任人赔偿后的净额。因此，对于可修复废品在返修前发生的各项生产费用仍保留

在“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账户中，不必转出。对于返修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修复费

用，应根据原材料、工资及福利费和制造费用等各种费用分配表，借记“废品损失”账户，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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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制造费用”等账户。如有回收残料价值和应收赔偿，应分别

根据残料交库凭证及有关结算凭证，借记“原材料”“其他应收款”等账户，贷记“废品损失”

账户。最后将废品净损失（修复费用减去残值和赔偿后的净额），借记“生产成本———基本

生产成本”账户，贷记“废品损失”账户。

【案例３１０】 废品损失的核算（可修复废品损失）


　　资料

益达公司一车间生产甲产品４００件，在生产过程中发现可修复废品２０件。修复共耗

费原材料１５０元，工资１００元，职工福利１４元，制造费用６０元。

要求

编制可修复废品损失核算的相关会计分录。

编制的会计分录如下。

① 核算修复费用

借：废品损失———甲产品 ３２４

　贷：原材料 １５０

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１００

———职工福利 １４

制造费用 ６０

② 将废品净损失计入同种合格品的成本

借：基本生产成本———甲产品（废品损失） ３２４

　贷：废品损失———甲产品 ３２４

任务３．４ 停工损失的确认、归集与分配

３．４．１　停工损失的确认

停工损失是指企业的生产车间或车间内某个班组在停工期间内发生的各项费用，包

括停工期间发生的生产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费、耗用的材料费用以及应分配的制造费用，但

由责任人或保险公司负担的赔偿，应从停工损失中扣除。为了简化核算，停工时间不满一

个工作日的，一般不计算停工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季节性生产企业在停工期间内发生的

费用，应采取待摊、预提的方法，由开工期间内的产品生产成本负担，不作为停工损失。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电力中断、原材料供应不足、机器设备发生故障或进行修理、发生

自然灾害以及计划减产等原因，都可能引起停工，发生停工损失。停工损失一般应计入产

品成本，但不是所有的停工损失都要计入产品成本。对于自然灾害引起的停工损失，应计

入营业外支出。

企业一旦发生停工，应由停工的车间或班组填制“停工报告单”，并在考勤记录上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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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停工报告单”内应填明停工时间、停工地点、停工原因、造成停工的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等内容。成本会计人员应对“停工报告单”所列的各项目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作为

停工损失的核算依据。

３．４．２　停工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为了单独核算企业的停工损失，可以设置“停工损失”总账，并按车间分别产品品种设置账

页，分别成本项目设置专栏进行停工损失的明细核算，也可以在“生产成本”总账下设置“停工

损失”二级账户。“停工损失”账户借方登记因停工发生的各项费用，贷方登记责任单位、责任

人和保险公司的赔偿以及结转的停工损失。该账户月末一般无余额，若月末企业仍处于停工

状态，其停工损失可以不结转，待停工终止后再进行结转，此时，该账户有借方余额。

停工损失归集与分配的核算如下。

（１）企业发生停工时，归集停工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借：停工损失———×车间———×产品

　贷：原材料

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职工福利费

制造费用

（２）企业应收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赔偿。

借：其他应收款

　贷：停工损失———×车间———×产品

（３）结转停工的净损失。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产品

　贷：停工损失———×车间———×产品

如果是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的停工，其停工损失结转为营业外支出。

借：营业外支出

　贷：停工损失———×车间———×产品

对于较少发生停工损失的企业，为了简化核算，也可以不单独设置“停工损失”账户，

停工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记入“制造费用”“营业外支出”账户。

课 后 练 习

一、单选题

１．辅助生产费用直接分配法的特点是将辅助生产费用（　　）。

Ａ． 直接记入“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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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直接分配给所有受益的车间、部门

Ｃ． 直接分配给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受益单位

Ｄ．直接记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账户

２．辅助生产费用的交互分配法，交互分配时是在（　　）。

Ａ．各受益的基本生产车间进行分配

Ｂ．各受益的单位之间进行分配

Ｃ． 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受益的单位之间进行分配

Ｄ．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分配

３．辅助生产费用的交互分配法，对外分配时是在（　　）。

Ａ．各受益的基本生产车间进行分配

Ｂ．各受益的单位之间进行分配

Ｃ． 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受益的单位之间进行分配

Ｄ．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分配

４．在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的情况下，下列各项中分配辅助生产费

用最为准确的方法是（　　）。

Ａ．按计划成本分配法　　　　　　　　Ｂ． 交互分配法

Ｃ． 直接分配法 Ｄ．代数分配法

５．采用顺序分配法进行分配时，分配顺序的排列是（　　）。

Ａ．受益多的辅助生产车间排列在前，受益少的辅助生产车间排列在后

Ｂ．受益少的辅助生产车间排列在前，受益多的辅助生产车间排列在后

Ｃ． 对外提供劳务多的辅助生产车间排列在前，反之排列在后

Ｄ．对外提供劳务少的辅助生产车间排列在前，反之排列在后

６．下列项目中属于制造费用的是（　　）。

Ａ．车间生产工人薪酬 Ｂ． 车间管理人员薪酬

Ｃ． 企业管理人员薪酬 Ｄ．车间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７．下列制造费用分配方法中，“制造费用”账户可能出现余额的是（　　）。

Ａ．生产工时比例法 Ｂ． 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

Ｃ． 机器工时比例法 Ｄ．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８．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分配制造费用时，如果“制造费用”科目年末有贷方余

额，应将余额（　　）。

Ａ．用红字借记“生产成本”科目，贷记“制造费用”科目

Ｂ．用蓝字借记“制造费用”科目，贷记“生产成本”科目

Ｃ． 用红字借记“制造费用”科目，贷记“生产成本”科目

Ｄ．结转至下年度

９．下列各项中，不应计入废品损失的是（　　）。

Ａ．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 Ｂ． 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

Ｃ． 用于修复废品的人工费用 Ｄ．用于修复废品的材料费用

１０．结转不可修复废品的成本，应借记“废品损失”账户，贷记（　　）账户。

Ａ．“生产成本” Ｂ．“库存商品”

Ｃ．“制造费用” 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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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选题

１．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制造费用在（　　）条件下可以直接记入“生产成本———辅助

生产成本”账户借方。

Ａ． 辅助生产车间的规模较小

Ｂ．辅助生产车间提供劳务或产品单一

Ｃ．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制造费用较少

Ｄ．辅助生产车间不对外提供劳务或商品

Ｅ．辅助生产车间对外提供劳务或商品较少

２．下列方法中属于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方法的有（　　）。

Ａ． 直接分配法 Ｂ． 交互分配法

Ｃ．计划分配法 Ｄ． 顺序分配法

Ｅ．代数分配法

３．下列项目中属于制造费用的是（　　）。

Ａ． 车间固定资产折旧费

Ｂ．车间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Ｃ．车间的机物料消耗

Ｄ．车间管理人员薪酬

Ｅ．车间办公费

４．下列方法中属于制造费用分配方法的有（　　）。

Ａ． 生产工时比例法 Ｂ． 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

Ｃ．机器工时比例法 Ｄ．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Ｅ．顺序分配法

５．废品损失应该包括（　　）。

Ａ． 不可修复废品的损失 Ｂ． 可修复废品的损失

Ｃ．出售不合格品的降价损失 Ｄ． 库存产品因水灾而变质的损失

Ｅ．产品出售后的修理费用

三、判断题

１．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是通过“生产成本———辅助生产费用”总账科目进行

的，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各项费用，应记入该科目的借方进行归集。 （　　）

２．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制造费用都应通过“制造费用”账户进行核算。 （　　）

３．直接分配法是指将各辅助生产车间归集的辅助生产费用，直接分配给各受益对象

的方法。 （　　）

４．交互分配法只进行辅助生产车间之间交互分配，不进行对外分配。 （　　）

５．交互分配法考虑了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劳务的因素，因而分配的结果是完全符

合实际的。 （　　）

６．采用顺序分配辅助生产车间费用时，排列在前的辅助生产车间不承担排列在后的

辅助生产车间费用。 （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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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任何企业均可采用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分配制造费用。 （　　）

８．经过修理虽可使用，但所花费的修复费用在经济上不合算的废品，属于不可修复

废品。 （　　）

９．可修复废品是指经过修复可以使用，而且在经济上合算的废品。 （　　）

１０．由于自然灾害等引起的非正常停工损失，应计入营业外支出。 （　　）

四、简答题

１．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方法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及优缺点是什么？

２．什么是制造费用？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有哪些？

３．什么是废品损失？废品损失的核算有哪两种？

五、实务题

１．某企业设有供水和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它们之间相互提供的劳务不多，各辅

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费用和供应劳务数量如表３１７所示。

表３１７　各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费用和供应劳务数量

受 益 对 象

供 电 车 间 供 水 车 间

劳务量／度 费用／元
劳务量／

立方米
费用／元

辅助生产车间

基本生产车间

供电　　

供水　　

甲产品　

乙产品　

一般耗用

６４０００ ２００ ８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４０００

行政管理部门 ３０００ ７００

合　　计 ８１０００ ４９００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采用直接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车间费用，并编制会计分录。

２．某企业设有供水和机修两个辅助生产车间，各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费用和供应劳

务数量如表３１８所示。

表３１８　各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费用和供应劳务数量

受 益 对 象

供 水 车 间 机 修 车 间

劳务量／

立方米
费用／元 劳务量／工时 费用／元

辅助生产车间

基本生产车间

供水　　

机修　　

甲产品　

乙产品　

一般耗用

１２３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０

行政管理部门 １７６０ ５００

合　　计 ８２６０ ３５００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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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采用交互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车间费用，并编制会计分录。

３．某企业设有供水和机修两个辅助生产车间，各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费用和供应劳

务数量见实务题２，假定供水车间的计划分配率１．４元／立方米，机修车间的计划分配率

４．５元／小时。

要求：采用计划成本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

４．某企业基本生产车间生产Ａ、Ｂ、Ｃ３种产品。本月已归集在“制造费用———基本

生产”账户借方的制造费用合计为３２５６０元。Ａ产品生产工时为３５６０小时、Ｂ产品生产

工时为２２５０小时、Ｃ产品生产工时为２３３０小时。

要求：按生产工时比例法分配制造费用。

５．某企业不可修复废品的成本按定额成本计算。本月基本生产车间生产甲产品

１０００件，验收时发现不可修复废品２０件。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单位产品的直

接材料费用消耗定额为６０元。废品的定额工时为１３０工时，单位工时的直接人工费用定

额为１８元，单位工时的制造费用定额为６元。回收残料价值为８０元。

要求：

（１）计算不可修复废品的定额成本及净损失。

（２）编制结转不可修复废品的成本、回收残料价值、废品的净损失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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