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定价方法分析 

文/屈登娥 尚洪涛 

   转移价格是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各分权单位之间转移中间产品（或劳务）的结算价格。它是
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和组织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在企业集团中，合理制订转移价格不仅有利于实
现集团资金调度，正确评价各分权单位经营业绩，而且也有利于减轻集团整体税负。 
   一、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最优定价方法 
   假设某企业集团，下辖生产子公司Ⅰ和销售子公司Ⅱ。生产子公司Ⅰ负责制造初级中间产
品，提供给销售子公司Ⅱ，销售子公司Ⅱ经过必要包装形成最终产品对外销售获利。在上述情形
下，通过分析中间产品不存在外部市场、存在完全竞争或非完全竞争市场三种情况来全面考虑中间
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 
   1、不存在外部市场 
   由于中间产品没有外部市场可供交易，因此生产子公司的中间产品只能全部向销售子公司转
移出售，同时销售子公司也只能全部购买生产子公司的产品。这样，可以通过图1来说明最优转移
数量和最优转移价格的确定过程。DⅡ表示最终产品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相应的边际收益曲线为
MRⅡ，MCⅠ、MCⅡ分别为生产子公司和销售子公司的边际成本曲线，NMRⅡ表示中间产品内部转移
后的销售净收益，等于销售子公司的边际成本扣减边际收益。 

  

   集团总利润π=TRⅡ-TCⅡ-TCⅠ。根据经济学理论，欲使集团利润最大，则有MRⅡ－MCⅡ＝MC
Ⅰ＝NMRⅡ，那么NMRⅡ与MCⅠ的交点A所对应的产量即是生产子公司的最优产量QⅠ,亦即是销售子
公司的最优购入量QⅡ,且QⅠ与QⅡ相等。对于生产子公司，选择以QⅠ的产量进行生产，其利润π

Ⅰ＝P*QⅠ－TCⅠ，利润最大化条件：P*＝MCⅠ，此时其最优定价策略点与其边际成本相等。同
理，对于销售子公司，它也会选择QⅡ，使NMRⅡ＝MRⅡ－MCⅡ＝P*＝MCⅠ，实现分公司利润最大。
可见，在此转移定价策略下，集团总体与各子公司的目标达到了一致。 
   所以，在不存在外部市场时，中间产品的最优转移价格由集团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时，与最
优产量相对应的生产子公司的边际成本所决定。 
   据统计，目前，在技术性企业中使用该种定价策略的企业约占8.5%。以边际成本确定转移价
格，可以避免下游子公司的产品采购成本因上游子公司生产能力、效率等因素的变化，随单位产品
所分摊固定成本增减而发生变化，有助于下游子公司制订决策。同时，它也有利于促使上游子公司



 

在短期内发挥最大生产能力。 
   2、存在竞争性外部市场 
   若中间产品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外部市场，生产子公司既可以内部转移中间产品，也可以外
部销售该产品，这样，生产子公司和销售子公司的产量就不再相等了。生产子公司会从一开始就面
临一条外部需求曲线DⅠ，它位于现存的市场价格Pt水平上。 
   图2转移定价：外部完全竞争市场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子公司将选择MRⅠ=MCⅠ=Pt进行生产，产量为QⅠ。销售子公司不
管是从集团内部还是从外部市场，都必须以Pt的价格购买这种中间产品，为求得子公司利润最大，
它会选择NMRⅡ=Pt组织生产，对应产量为QⅡ。如图2（a）示，QⅠ＞QⅡ，说明存在过多的内部供
给。生产公司生产的中间产品除供应集团内部使用外，还将剩余部分（QⅠ－QⅡ）销往外部市场。
从企业集团整体角度来看，最优化决策的条件是MRⅡ=MC,而MCⅠ+MCⅡ=MC,则NMRⅡ=MCⅠ=Pt既是子
公司的最优决策，也是企业整体的最优决策。可见在上述分析中，竞争市场的价格Pt就是企业集团
最优转移价格。若转移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生产公司将没有积极性在集团内部销售。相反，如图2
（b）所示，QⅠ＜QⅡ，说明存在过多内部需求，若转移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则销售公司会优先选
择外部购买。同内部供给过剩一样，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仍是市场价格Pt。 
   综上可知，中间产品存在完全竞争的外部市场时，市场价格就为最优转移定价。 
   目前，将市场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的企业，多集中在行业发展成熟，中间产品竞争市场规
范的企业间。在我国，化工和农垦行业由于中间产品大多在市场上有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市场价格
较易获得，因而较多采用市场价格。企业集团使用市场价格作为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有利于公平
衡量各子公司的业绩，避免了衡量标准不一致的弊端。 
   3、存在非竞争性外部市场 
   此时，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则该企业集团具有垄断势力。生产子公司同时在集团内
部和外部两个市场上出售中间产品，可以制订不同的价格，相当于在不同的市场上实行三级差别价
格。DⅠ’表示生产子公司在非竞争外部市场下的需求曲线，对应边际收益曲线为MRⅠ’，则生产
子公司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市场总的边际收益曲线MRⅠ，是内部转移的中间产品净收益NMRⅡ与外部
市场边际收益MRⅠ’的水平加总。如图3示： 

             
   生产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需满足MCⅠ=MRⅠ,则两曲线的焦点A所对应的产量QⅠ即为中
间产品的最优产量，对应价格P*为最优转移价格。同样，销售子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MC
Ⅱ＋P*= MRⅡ,可以得到P*=NMRⅡ。从A点做水平线分别与NMRⅡ，MRⅠ’交于B，C两点，从而，确
定了中间产品在集团内部的转移量为QⅡ，价格为P*,在外部市场上的销售量为QⅢ，价格为PⅢ，且
满足QⅢ＝QⅠ－QⅡ。 
   二、实践中的偏差与纠错 
   上述三种最优定价方法是在严格的经济学假设基础上设计出来的，不管理论上的论述多么精
密，实际操作中还会遇到很多问题。 
   1、市场需求曲线和企业成本曲线的精确计算比较困难。对于计算需求曲线来讲，需要收集大
量的行业资料，由此得出宏观的行业需求曲线来指导企业定价，但这条曲线也不完全和企业自身的
需求曲线相吻合，需不断调整分析。同样，对于计算企业成本曲线来说，以传统会计方法计算得出
的成本信息往往是扭曲的，而采用作业成本法来反映企业真实成本状况，则又需要对企业财务人员
进行培训并改变企业以往的成本计算体系。 
   2、经济学上的成本术语与会计学上的成本术语存在差异，这使得经济学结论不易被会计人员
所利用。如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都是用产品的变动成本来替代边际成本，这种替代严格意义上讲是缺
乏科学依据的。 
   3、即使已知边际成本的金额，由于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也不能确保在制订合理内部
转移价格时，能真实地披露这一信息。 
   当然，建立在诸多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具有广泛的实际指导意义。随着企业集团组织模

 



式和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上述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的。企业集团在制订本身的内部转移价格时，
既要考虑考虑公司的规模和管理模式，又要做到整个集团内部各个部门的目标一致性和自主性。企
业集团在实践中可以依据上述理论，结合本企业集团的具体情况，如决策权配置，业绩评价标准和
分部补偿等因素，通过集团自身的成本决策系统来决定其内部转移价格的最优定价策略 (作者单
位：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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