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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管理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之间关系的分析  

  自从 1952 年世界会计师大会上正式通过了“管理会计”这一名词，标志着管理会计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和得到人们公认后，导致了现代会计被划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

计两大分支（这在我国会计理论界已取得共识），其中财务会计主要通过报告企业的盈利能

力、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情况之类的信息，以满足企业外部利益集团的需要，所以财务会计又

称对外会计；而管理会计主要为企业内部管理层提供企业内部规划、评价、控制以及确保企

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经营管理责任的履行所需要的信息，所以管理会计又称对内会计。那么

成本会计呢？它主要的目的也是给企业内部管理层提供信息的，难道是属于管理会计的子系

统？但从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看，成本会计虽源于工业化产品成本计算上的需

要，但也可以说管理会计的前身就是成本会计，因为管理会计是为加强成本管理而产生，是

在成本会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质就是成本管理。而成本会计原又是财务会计的核心

组成部分，随着成本会计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逐渐从财务会计中独立了出来，而且时至今

日成本核算的结果要用于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并且成本的形成、积累和结转的整个程序要

纳入以复式记账为基础的财务会计框架中，由此，成本核算部分被公认为财务会计的七种专

门方法之一，且要遵循我国会计法规及会计准则的要求。况且管理会计是“管理”的成分多

一些，还是“会计”的成分多一些，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论，而就匆忙得出管理会计是与财务

会计并列的两大会计领域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致使至今人们也没有看清管理会计是怎样与

财务会计并列的。笔者认为，没有必要非把会计系统分为对外会计（财务会计）和对内会计

（管理会计）两大子系统，况且这又是分不清的，反而是越分越糊涂。  

  基于此，笔者认为传统成本会计的内容可分为两大块——成本的核算和成本的管理。其

中成本的核算即指在完全成本法下计算各产品的实际成本，主要包括：成本及成本会计的有

关概念；生产费用在各种产品间的归集与分配；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包括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产品成本计算的其他方法（主

要包括分类法、定额法、作业成本法、标准成本法等）；成本报表等。成本的管理即指成本

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分析、成本控制、成本考核、作业成本管理等内容。笔者

建议把成本的核算内容并入财务会计，因为这是在传统的完全成本法下计算的产品成本，作

为财务会计的一部分也比较符合惯例。或者把成本的核算内容单独作为一门课程，课程名称

可称为“成本核算会计”；相应地，成本的管理内容并入管理会计，课程名称由原来的“管

理会计”更名为“成本管理会计”，因为成本的管理是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提供信息的，二

者合并比较符合早期管理会计本质就是成本管理的内涵，也比较符合现行管理会计的目标。  

  二、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的关系分析  

  作为会计专业核心课程之一的财务管理，长期以来其内容与管理会计的交叉、重复现象

也比较严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两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即二者都是为企业管理服务，满

足企业营运发展的需要的，此外二者还有以下相同点：二者都以企业的财务会计资料为信息

分析来源，在此基础上进行计划、决策与控制；二者在管理中产生的报告文本、数据资料等

文字载体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外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二者都主要是根据企业运作的现实

情况采取一定的措施积极规划未来，着眼于企业的未来发展。既然两者有那么多的相同点，

将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整合也许是最好的选择。笔者建议把原管理会计中的有关资金管理

及投资的内容纳入到财务管理中去（如资金预测、短期经营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内容）。



经过这样处理，就会使财务管理的筹资、投资、损益三大管理内容更加充实、更加系统。原

管理会计中剩下的内容与成本的管理并入的内容合称为“成本管理会计”课程。这仅仅是合

并，进而改变了课程的名称而已，并不是取消了管理会计，原管理会计的内容还是存在的。  

  三、结论  

   综上所述，对管理会计、成本、财务管理课程内容重新进行整合之后可分称为“成本核

算会计”，其内容主要包括成本及成本会计的有关概念；生产费用在各种产品间的归集与分

配；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包括品种法、分

批法、分步法）；产品成本计算的其他方法（主要包括分类法、定额法、作业成本法、标准

成本法等；“成本管理会计”，其内容主要包括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分析、

成本控制（包括标准成本控制系统）、成本考核、作业成本管理、成本性态分析、变动成本

法、本量利分析、经营预测分析（不包括资金预测分析）、存货控制、责任会计、人力资源

成本会计及战略管理会计的内容等。“财务管理”，其内容除了包括原财务管理的内容外，

再加上原管理会计的资金预测、短期经营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内容。经过上述整合，使管

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内容交叉重复的现象得以避免，同时对于学生的学习和理解，

以及老师的讲授、教育资源的节约也带来很大帮助。  

  另外，笔者建议各高校应在学生（本科）毕业前以专题或系列讲座的形式来给学生传授

有关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课程之间的渊源关系，让学生对会计学科有

个系统、轮廓性的理解，这对于其以后不管是进一步搞研究，还是步入社会进入企业工作都

将有很大帮助。（虽然学生在学习各门专业课时老师都会讲授该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但这对

于学生来说毕竟还是片面、不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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