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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销售定价是企业销售销售环节的一项重要决策 
企业为其产品和劳务制定合理的售价，是销售环节的一项重要决策内容，定价过低，企业的总收入会
因此下降。利润减少，甚至会造成产品生产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反之，定价过高，企业在市场上将失
去竞争的优势，造成销售量的下降，同样也会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最终结果依然会使企业利润的减
少。所以说，销售的决策就是定价的决策，即企业应为其销售的产品选择最优的售价，以保证企业能
够取得足够的销售收入来弥补其产品的生产成本并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企业的定价方法较多，各种方法在应用中并不十分完美，但在为企业的产品定价工作指明了方向。企
业的定价方法主要有：需求导向定价法．竞争导向定价法．成本导向定价法等。企业的价格是商品价
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的价值一般包括产品的正常生产成本、应获得的合理利润、应缴纳的税金和一定
数额的流通费用，产品成本是商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确定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的关键
是正确计算企业的产品成本，企业在弥补产品的成本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利润。 
二、企业定价的重要依据——正确计算企业的产品成本 
企业产品或劳务成本是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直接费用、加上间接分配转来的间接费用构成。直接
费用可以直接计入该产品的成本，间接费用是不能直接计入产品成本，而是先按其发生的部门或单位
进行归集，然后选择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在受益的产品中进行分配，分配的标准或基础不同，得出
的结论也不同，势必导致企业产品定价决策的基础发生差异，从而影响到产品的竞争能力。 
三、传统制造成本法的缺陷 
（一）侧重点是关注企业的生产环节产生的成本、费用 
在传统的制造成本法下，产品成本中除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外，其余的都归入制造费用，然后，采用
单一的分配标准，按各产品所用的直接人工小时或机器工作小时的比例进行分配，形成各种产品应负
担的制造费用成本。这种成本核算方法所核算的间接费用是企业的生产环节产生的成本、费用，不包
括与产品有关但并非是生产环节产生的成本、费用，如产品投产前的开发研究、设计以及产品的售后
服务、维修等间接费用。采用这种成本核算方法计算成本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传统的成本计算诞生于
二十世纪初期，当时的企业以大规模生产为主，产品品种单一，直接人工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很
大，成本的产生与生产有密切的联系。但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对产品追新逐异，并且追求个
性化等情况下，企业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开发研究、设计以及产品的售后服务、维修等方面的间
接费用将会不断增加。现行成本计算广泛采用制造成本法，将产品研发及设计阶段的费用统归为期间
费用，从产品成本中剔除出去，而花大量精力在投产后的成本控制上；而对于一些配送成本、顾客服
务成本等与产品定价有关的成本不包括在传统成本的范畴，这容易误导成本定价决策。 
（二）间接费用分配标准单一 
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对间接生产费用的分配是运用单一的数量基础计算方法，即运用生产工人的工
作时间（工时）或机器台时作为分配标准，其计算公式是： 
间接费用分配率=■ 
某产品应负担的间接费用=该产品的分配标准×间接费用分配率。 
这种简化的成本分配方法是在假设所有这些费用的发生与分配标准之间存在着线性比例关系，但现实
中并非都能找到这种关系，这种缺陷在传统的人工密集型企业，直接人工成本占主要地位或制造费用
所占比例不高的情况下不会很突出，但在今天高度自动化生产的先进制造企业中，同样还是这个企
业，当它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后，实现了自动化，则成本的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造费用在产
品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因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成本以及操作这些先进技术设备的非直接生
产人员的成本，属于企业的间接费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在生产中的应用，使得企业的间接费用大幅
增加而直接费用则有下降的趋势，间接费用成为企业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仍按上述的分配的方法分摊，则这些间接费用将按其总数，以车间或生产工人工时为分配标
准分配给与该间接费用相关的各个车间。但这些间接费用与企业的生产产品数量并没有直接联系，因
此，按产量或直接人工工时来分配间接费用会扭曲成本的资料，其结果将会对企业的业绩产生不利的
影响。也不能正确反映产品的消耗，从而不能正确核算企业自动化效益，最终不能为企业提供控制和
决策有用的成本信息。 
四、作业成本法的兴起及运用 
作业成本法是西方国家于80年代末开始研究，并从90年代运用于先进制造业的一种全新的成本计算方
法。作业成本法将企业作为一职能价值链来看待，这个职能价值链是由：研究与开发—产品、服务及
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配送—客户服务等一系列职能组成。在作业成本法下，企业产品成本产生
的动因，是决定执行作业所需要的工作量和工作耗费的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本作业与前一作业相关
的因素，也包括本作业内部的因素，即：生产—作业产生—消耗资源—产生成本—直接或间接计入成
本。对间接费用的分配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数量分配标准，而是采用多元化分配标准，并且集财务变量
与非财务变量于一体，且特别强调非财务变量。如产品和零部件数量、生产调整准备次数、运输距离
等，这种财务变量与非财务变量相结合的分配基础，提高了它与产品实际消耗费用的相关性。作业成
本法以作业为核心，而作业的划分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物料供应，从生产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质
检、总装，到发运销售的全过程。在企业内部，作业或“串行”或“并行”，环环相扣，构成“作业
链”。通过对作业链及其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并依据产品与作业的关系，一方面，计算出产品成



本；同时，通过对所有作业活动的跟踪分析，可以尽可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增值作业”，
优化作业链，从而达到提升企业盈利竞争能力、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作业成本计算与其说是一种先
进的成本计算方法不如说是一种实现成本前馈控制与反馈控制相结合，成本计算与管理相结合的全面
成本管理系统。作业成本法采用的分配基础是作业的数量化即作业的次数，是成本的动因。计算公式
如下： 
分配率=■ 
某产品应担的费用=该产品的作业量×分配率 
下面通过例子说明这两种成本法在计算产品成本中的差异：“某公司生产甲、乙产品，其生产工艺以
机械化为主，甲产品成本的生产工艺较简单、乙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并且要经过多道生产工序才能
完成；同时需要少量的人工。该公司本月制造费用共发生300，000元，公司一直采用传统成本计算法
分配制造费用，并按直接人工小时分配。该月直接人工小时预算为500小时，其中甲产品400小时，乙
产品100小时。按直接人工分配的制造费用率为：300000/500=600元/小时。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 作业成本法计算的产品成本不仅包括与企业产品有关生产环节的成
本、费用，而且扩展到产前研究、开发设计和产后的配送、服务等领域，为企业定价提供了基础。
（2） 作业成本法分配间接费用的标准由单一的生产车间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扩展到按成本动因的多
标准分配，以此产品成本作为定价的基础也充分体现了“费用与收益相配比的原则”，成本费用高的
产品在确定价格时应该相对高些。如上例中的乙产品应比甲产品高。（3） 作业成本法提供了相对准
确的成本信息，为企业定价指明了方向。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产品高、复杂程度低的产品，其核算的
成本（如甲产品136元）高于实际发生的成本（100.28元）；而产量低、技术工艺复杂的产品，其核算
的成本（如乙产品120元）低于实际发生的成本（253.6元）。所以，产品成本的准确性受到影响。相
反，作业成本法是以成本的动因作为产品成本计算的基础，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成本信息，更加准确地
反映技术含量高，生产技术复杂的产品价值，如上例中的乙产品。从上例中，按传统成本法计算定
价，对于工艺简单的甲产品定价过高（176.8元），但工艺水平复杂、要求条件高的乙产品价格（156
元）比甲产品低，这样的成本定价信息是管理当局不可理解的。相反，按作业成本法计算的成本定价
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工艺水平复杂，要求高的乙产品由于耗费大，单位成本达到253.6元，而甲
产品只有100.28元。因此，乙产品的价格应该比甲产品高。 
企业销售定价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经营决策，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不仅要考虑企业的内部因素——
产品成本，也要考虑影响企业定价的外部因素如产品的寿命周期、消费者的购买力、偏好，市场的需
求等，不管企业是采用传统成本法定价或是采用作业成本法定价，这都只是为企业的定价决策指明方
向而已，并不能作为企业的最终决策方案。但由于作业成本法在定价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势必
成为企业定价的重要方法。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财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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