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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造环境下的成本管理
李宏健

一

日本及欧美各国为了促进产业的升级
,

于近一
、

二十年来
,

采用各种提升生产力的

自动化方案及管理哲学
,

以降低成本
、

提高

生产力
、

改善品质及增加弹性
。

在工厂 自动

化方面
,

机器人
、

电脑辅助设计

一
,

简称
、

电脑辅助 制

造 一
,

简

称
、

弹性制造系统 一
,

简称 及 电脑整合制造 一

一
,

简称

之使用 日趋普及
,

而在管理方面
,

则

纷纷采用及时 一 一
,

简 称

采购与制造哲学
,

包括各种崭新的管理观念

与技术
,

例如零库存
、

以需求带助生产
、

选

择供应商并保持 良好 关 系
、

单 元 式 制 造
、

训练员工 担

任各种工作及全面品质管制
,

简称 等
。

在 自动化的工厂
,

通常采用
,

及
,

傅能快速生产高品质及少量多

样的产品
。

系使用电脑以帮助产品的开

发
、

分析及设计
,

而 则使用 电 脑 以计

划
、

执行及控制产品的生产
。

系在电脑

控制之下
,

利用机器人及其它 自动 化 的 设

备
,

以弹性方式生产少量多样的 产 品
。

而

则自市场
、

设计以至销售为止
,

均藉电

脑科技的使用
,

而使整个流程自动化
,

并予

以整合的资讯系统
。

在新制造环境下
,

产品成本的结构也发

生重大的转变
。

采用 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生产

之后
,

许多人工已被机器所取代
,

因此直接

人工成本的比例大为减少
,

并且转变为固定

性质
。

以往直接人工成本约占产 品 成 本 的

肠 、 肠
,

而如今却不到 肠
,

而固定制

造费用占总成本的比例却大幅度增加
。

存货

成本减少
,

与工程有关的间接人工成本却增

力口
。

在新制造环境之下
,

一厂商必须具备健

全的成本管理制度
,

方能使产品成本的资讯

正确
,

并使管理决策无误
。

换言之
,

除非这

些公司亦具有崭新之成本管理制度
,

否则其

自动化的效益即可能因此而落空
。

一
、

作业成本制以及对传统成本制的变

革

传统成本计算制的缺点

传统成本会计
,

均假定制造费用的发生

系与生产作业的数量 如直接人工小时
、

机

器小时或材料成本 具有密切的关系
,

因此

制造费用系以数量有关 一
之成本动因 分摊于产品

。

俞
谓成本动 因 系 指 引 起 成 本 发 生 的 作 业

或因素
。

常见的成本动因 有 机

器的整备 次数
、

原材料成 本
、

原

料重量
、

零件数量
、

产量
、

生产批数
、

产品

测试时间及供应商的数量等
。

传统成本会计

制度如果应用于工厂 自动化的新 制 造 环 境

内
,

将使产品成本不正确
。

其原因有二 一

是许多制造费用的发生与数量无关 二是产

品的多样性
。

在新制造环境下
,

部分制造费用的作业

确与数量有关
,

例如 电力及维护等
。

而许多

其它制造 费 用 的 作 业
,

则 与 数 量 无 关

一
,

例如检验与整 备

等
。

与数量无关的制造费用 如机器的折旧

费甩 如果利用数量有关之成本动因 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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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人工小时 分摊
,

将使产品成 本 发 生 扭 造费用
,

加上每单位主要成本
,

即为单位制

曲
,

其扭曲的严重性需视数量无关的成本 占 造成本
。

总制造费用的比例而定
。

作业成本制所求出的单位成本与传统成

作业成本制的内容 本法的单位成本不同
,

作业成本制足以反映

由于新制造环境下
,

与数量无关的制造 制造费用的耗用
,

而传统成本法则不能
。

费用占总制造费用的比
一

诃颇天
, 一

而其成本动 仅用一种数量有关之成本动因分摊制造

因耗用的比例
,

与数量有关之成本动因耗用 费用
,

将造成产品成本的相互补贴

的比例不等
,

因此如全以数量有关之成本动 一 一
,

此种补贴将造

因分摊时
,

将使产品成本发生扭曲
,

而解决 成一组产品获利性高的假象
,

而对另一种产

此一问题的方法
,

是采用作业成本制
。

品的计价及竞争性产生不利之影响
。

在高度

采用作业成本制 一 竞争的环境中
,

正确的成本资讯
,

乃为健全
,

简称 法 计算产 品 成本 规划及决策所必需
。

时
,

先将制造费用归属于每一作业 一 成本动因的选择
,

然后再 由每一作业分摊于产品
。

而 选择成本动因时
,

至少应考 虑 二 项 因

传统成本计算方法
,

虽亦分成两 个 阶 段 分 素 ①衡量成本 ②成本动因与实际制造费

摊
,

但第一阶段系先将制造费用分配于生产 用的关系
。

在作业成本制中
,

可以选择及采用

部门
,

其次再将各生产部门的制造费角分摊 的成本动因颇多
,

因此应尽可能选择现成的

于产品
。

两法的不 同在于采用成本动因的多 资料
。

在现有制度中如不能获得需要之资讯

寡不同
,

传统成本方法仅使用一
、

二项成本 时
,

便须设法取得
,

但这样将增加公司的成

动因
,

作业成本制则采用多项成本动因
。

本
。

一同质成本库如果其成本动因颇多
,

则可

在作业成本制的第一阶段
,

应将制造费 选择其中之一项成本动因
,

这样可使其衡量
, ,

用分配于各项同质成本库 成本减至最低
。

取得成本动因而减低成本的

篇
。

同质成本库系指可以一项共同 之 成 另一种方法
,

是利用现有资讯系统的结构
。

本动因解释其成本变动的制造费用
,

每一成 二
、

所带来的新制造环境 万

本库均与一成本动因有关 当每项产品的制 制造系以需求带动生产的制度
,

造费用作业
,

其耗用率相同
,

即为同质制造 其基本哲学是仅在顾客需求时才生产
,

并仅

费用作业
。

一旦成本库认定之后
,

即可计算 生产顾客所需求的数量
,

而在整个制造过程

每一成本库每单位成本动因的成本
,

称为成 中
,

均以需求带动生产
,

每一制程

本库的分摊率
。

仅为满足后一制程的需要而生产
,

在后一制

在第二阶段中
,

系将成本库的制造费用 程未发生需求的讯号时
,

即不生产
,

而零件

分摊于产品
。

利用第一阶段中所求出的成本 及原料均于生产使用时才及时送达
。

库分摊率
,

乘以每项产品耗用成本动因的数 实施 件的一项具体成效
,

是降低库

量
,

因此
,

由成本库分摊于产品 的 制 造 费 存量
。

以往传统制造方法是采用推压式 一

用
,

可计算如下 一 制造系统
。

其制造方式是 原材料
、

物

分摊的制造费用二成本库分摊率 成本 料及零件于某一制程完工之后
,

即转入后一

动因耗用的单位 制程加工生产
,

而不考虑后一制程的需要

将产品分摊的制造费用除以产量
,

即为 在推压系统中
,

生产如果超过需求
,

即产生

每单位分摊的制造费用
,

将每单位分摊的制 存货
,

而存货的目的
,

是为了生产低子需求

日 犷



经济评论 年第 期

时的缓冲
。

在传统式制造里
,

产品由一组相同

的机器制造完工后
,

即转入另一组机器继续

加工
,

而工人则被施予专门的训练
,

仅担任

该部门内特定机器的操作 反之
,

则采用

制造单元 的方式
。

制造单元通常是采用半圆形方式
,

容纳一组机器
,

并将机器按次序排列 以从事

不同的生产作业
,

每一单元仅担任一种产品

或产品族 的生产
,

某一

部机器完工后的产品
,

即转至另一部机器继

续加工
。

而分派至每一单元内的工人
,

则施

予各种训练
,

而足以操作其单元内的每一部

机器
。

因此
,

环境内的工人均 熟 悉每一

部机器的操作
,

而非仅擅长一部 机 器 的 生

产
。

每一制造单元
,

在基本上即为一小型工

厂
、

,

而事实上
,

制 造 单元

常常被称为工厂之中的工厂
。

实施 之厂商对品质管制 极 为重

视
,

一发现产品有瑕疵时
,

将导 致 整 个 生

产出现中断
,

在零库存之制造环境中
,

绝不

容许不 良品存在
,

因此若无全面 品质管制
,

则不能实施
。

全面品质管制系无止境地追

求完美之品质
,

即为无缺点之 目标而奋斗不

懈
,

此种品质理论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
,

传统

理论称为允收品质水准
,

简称
。

允收品质水准容许不 良

品之存在
,

只要不逾越预定之水准即可
。

要求能简单而迅速地提 供 支援

式服务
,

此即须将集权式服务部 门 予 以 裁

撤
、

而将人员分派至直接生产场所
,

例如原

料方面
,

设置数个储存区
,

每一储 存 区

均与原料使用之场所接近
,

因此
,

毋需设置

中心储存区
。

三
、

制造环境下的成本管理

产品成本归属性之转变

许多以往多种产品共有之制 造 费 用 作

业
,

在 环境中
,

已能直接归属于特 定 产

品
,

单元式制造
、

对劳工施予多种训练及分

权式服务
,

即为 之主要特征
,

并产 生 归

属性之转变
。

这种转变总体可作以下概括

制造成本项目 传统环境 环境

直 接 原 料

直 接 人 工

原 料 处 理

修理及维护

能 源

物 料

管 理 人 工

设 备 折 旧

保险及税捐

房 屋 折 旧

保 管 服 务

自 助 服 务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产品成本正确性之增强
。

成本归属性转变而表现出的间接成本降

低和直接成本增加之一项成果
,

即为增加产

品成本之正确性
。

直接制造成本可直接归属

于产品
,

且可肯定系该产品所发生
,

惟间接 一

成本
,

则为数种产品所共有
,

而须以成本一尸

因及制造费用率分摊于产品
。

为顾及成本及

方便起见
,

厂商或许会选择与制造费用作业

之耗用较少相关之成本动因
,

而 制 造 则

以减少成本库
,

并将大部分制造费用转变成

直接成本而减少分摊
。

须指出者
,

为 并未将所有间接 成 本

转变成直接成本
,

即使实施
,

许多 制 造

费用作业仍然为各制造单元所共有
,

惟

若与作业成本制相结合
,

无异如虎添翼
,

对

产品成本计算正确性之改进
,

绝非传统成本

制所能比拟
。

与服务部门之成本分配

在传统制造环境中
,

服务部门采用集权

式而为生产部门提供支援服务
,

在 环境

中
,

许多服务则采用分权式
,

即将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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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工业工程师及生产规划人员 直接分派 采用分批成本会计制度之厂商实 施

至产品制造单元内
,

并对工人施予训练傅能 时
,

应首先将重复性之业务与特殊性之订狗
, 从事以往间接工人 如维护人员 所担任之工 划分

,

然后可以设置制造单元以处理重复性

作
,

因此
,

许多服务成本
,

便可直接归属于 之业务
,

对于需求量低而不必设置其制造单

制造单元
,

而最后也能归属于特定之产品
。

元之产品
,

可将不相同之机器组合于一个制

系统将服务成本区分并直接归 属 于 造单元内
,

而以相同之制造程序生产这些产

产品之后
,

可使经理人了解产品真实成本
,

品或零件
。

由于制造布置之改变
,

即可不再

并给经理人对服务成本作更适 当之控制
,

惟 需要设置分批成本单以累积成本
,

而成本可

在传统结构下
,

服务及生产部门之经理系由 按制造单元累积
,

因生产批量 之

不同人员担任
,

就技术而言
,

服务部门之经 缩小 由于降低在制品及制成品库存量之结
理负责服务成本之发生

,

但生产部门之经理 果
,

为每批产品设置成本单即已不切合实

对服务成本也具有利害关系
,

因为服务成本 际
,

由于 之哲学
,

系以需求带动生产
,

将影响其产品成本
,

遗憾的是
,

生产部门经 使产品之前置时间缩短
,

且追踪通过制造单

理仅能对服务成本施予间接控制
,

而在 环 元之每件产品并非易事
,

因此实际上
,

分批

境中
,

因服务系采取分权式
,

生产部门经理 制造环境还具有分步成本会计制度之性质
。

须对服务成本负直接控制之责任
。

分布成本会计制度与

对直接人工成本之影响 在传统之分步成本会计制度中
,

某一期

当厂商采用 及 自动化之后
,

直 接 人 间之制造成本系按制程累计
,

并以同一期衡

工成本即大为减少
,

并转变成固定性质
,

例 量产量
,

以该期间之总成本除以产量
,

即为

如制造单元内之工人
,

可于生产空档之期间 单位成本
。

单位成本可作为在制品及制成品

从事预防性之维护
,

如此便产生两项结果 存货评价之用
。

①直接人工占总制造成本之比例下跌 ②直 单位成本计算虽然简单
,

惟因局部完工

只 接人工成本由变动成本转变成固定成本
。

之期初及期末在制品而趋于复杂
。

产量一词

直接人工成本下跌之际
,

直接人工成本 通常指一期间之约当产量而言
,

而约当产量

收集及报道之重要性即比以往降低
。

之计算则包括在制品在内
,

约当产量之计算

对存货评价之影响 则青视加权平均法或先进先出法而定
,

单位

制造消除之第一项会计问题
,

为 产 成本之计算极为繁琐
,

而以先进先出法尤然
。

品成本之计算及存货之评价
,

当 存 货 存 在 在 制造中实施零库存
,

因此单 位 成

时
,

为了编制财务报表之需要
,

便须依照一 本之计算即为简单
,

只要将某一制程在某一

般公认会计原则而对存货予以评价
,

惟 当零 期间内之总成本除以生产数量
,

而不必计算
。

存货 或仅有少量存货 时
,

则存货之评价
,

约当产量
,

也毋需考虑前期成 本
,

因 此
,

对财务报表即已无关紧要
,

事实 上
,

在 使会计工作大为简化
。

环境中
,

计算产品成本之 目的
,

仅系为了管 存货成本计算法

理上之需要
,

而经理人需要正确 之 成 本 资 采用 存货制度之厂商
,

其产品 存 货

料
,

系为了决策上之需要
,

例如订价
、

成本 计算方法
,

称为 成本法 雌
。

其

趋势分析
、

产品获利能力分析
、

与竞争同业 会计程序甚为简单
。

因 存货制度 之 目标

之成本比较
、

自制或外购之决策等
。

为零库存
,

因此
,

并不设置在制品存货帐
。

对分批成本会计制度之影响 采用 存货制度之厂商
,

将直接 人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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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于制造费用之内
,

而减少许多人工成本

之记录
,

有些厂商也采用
“

原料及在制品存

货
”

简称 科目
,

以代替个别原 料 存

货及在制品存货科目
。

会计处理上如此简化

之理由
,

系由 制度之主要 目标
,

为 彻 底

梢除或降低存声
,

将存货科目合而为一 可

进一步减少会计之处理
,

在简化过程中
,

并

将领料记录予以消除
,

因原料于进货时
,

系

直接记入班 存货帐户
,

并将 于 产 品 完 工

时
,

再作结转分录
。

成本法并不设置明细之成本记 录
,

而采用逆流法 或完工

后扣除法
。

卯 一 ,
以区分

生产成本为销货成本及存货成本
。

逆流法系

由当年度之产出开始
,

然后例算存货之成本

通常为数甚小
,

当年度产出所耗用之原

料成本
, 系由 帐户转入制成品 存货

,

并

于产品出售时
,

再转入梢货成本
。

至于加工

成本则于发生时
,

直接记入销货成本
。

每一

会计年度终了时
, 在制品及制成品所剩余之

加工成本
,

则于会计年度终了时 作 调 整 分

录
,

由销货成本倒回转入两个存货帐户
,

即

使 制度之存货余扳甚小
,

仍应分摊一部分

加工成本
。

而管理人员仅须估计在制品实际

加工之程度
,

并决定制品所需之加工成本
。

成本法使会计制度简化
,

减少会计人

员日常之处理工作
,

降低管理费用
,

并增加对

非财务衡量 如时间
、

生产力或品质 之依赖

产品成本之新观点

在 环境中
,

在制品及制成品均大量减少
,

因此产品成本与期间成本即无差异存在
,

由

于并无在制品及制成品存货
,

因此
,

即无存

货成本
。

以往列为产品之 成 本

仍
,

如今则列为期间成本
。

产品成本与期间成本之差异消除
,

即可将注

意力投注于
“

非制造成本
”

之控制
。

事实上
,

许多新制造环境中之经理人将

非制造成本视为产品之相关成本
,

彼等认为

制造厂商以产品之产销为业
,

因此成本均为

产品成本
,

而其区分之主要目的
,

乃在于财

务报表之需要
。

制造成本及非制造成本均分

配于产品
,

使产品成本更为正确
,

以提供控

制及决策之有效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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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见
,

城市社区的社会功能强于农村社区
,

城市社区

更有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

这构成了农村人口渴

望迁往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以上我们分别考察了社区的各种功能对人口迁

移的影响
。

其中
,

经济功能的影响是最重要的
。

要

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就必须注重各社区经济功能的发

展
。

同时还应看到社区的政治功能
、

教育功能
、

社

会功能等都将影响人口迁移
,

并且随着整个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

他们对人口

迁移的影响将日渐重要
。

因此
,

应合理规划社区发

展
,

有重点
、

有步骤地完善社区的各种功能
, 以提

高社区的吸引力
,

更好地满足其居民的各种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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