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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表现。因而，应收账款平均占用资金应该等于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而不能用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乘以变动成本率。

如果用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与变动成本率之积来表示，则

其结果远小于应收账款实际占用资金额。

3. 改变机会成本率的计算依据。既然应收账款机会
成本是指因企业赊销而失去的现金销售所取得货币资金

的收益，所以，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就应该为赊销货款占用

资金的利息，应该以企业平均资金收益率为依据。如果企

业平均资金收益率数据不能取得，可以用银行存款一年

期利率为依据，因为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表示应收账款一

年中平均每天都占用一定量的资金，所以相当于这部分

资金存入银行一年，故而不能使用银行存款活期利率。

综上所述，改进后的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的计算公

式为：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资金利息率

如：甲公司流动资金年均收益率为2.5%，2013年资产

负债表显示：年初应收账款余额为2 200 000元，年末应收
账款余额为1 800 000元，那么，甲公司应收账款全年机会
成本为：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年初余额+年末余额
2 ×2.5%

= 2 200 000 + 1 800 000
2 ×2.5%=50 000（元）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计算公式的改进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有利于财务分析人员理解，有利于信息使用者牢记与

运用。同时，又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使财务管理同一概念前

后保持一致，使机会成本含义更加明确，更进一步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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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目前大多数《财务管理》教材采用两差异或

三差异分析法分析实际固定制造费用与标准固定制造费用之间的差额。本文以中级会计资格统考教材《财务管理》

为例分析该差异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用因素分析法进行调整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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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财务管理》教材中固定制造费用差异是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与标准固定制造费用之间的差额，采

用两差异分析法或三差异分析法，但其分析过程及结果

令读者入云坠雾，一头糨糊。本文以2014年中级会计资格
统考教材《财务管理》中的有关分析为例来说明。

一、现行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方法简介

（一）分析对象

教材中，固定制造费用差异是指实际所发生的固定

制造费用与实际产量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其计

算公式为：

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实际固定制造费用-实际产量下

标准固定制造费用=实际产量×单位产品实际工时×固定
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实际产量×单位产品标准工时×固
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其中：

固定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固定制造费用实际数÷
实际总工时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数÷
预算产量下标准总工时

本文为描述方便起见，对公式中相关指标分别用以

下字母表示：N为实际产量；T为单位产品实际工时；P为
固定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N0为预算产量；T0为单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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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时；P0为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因此，固定制造费用差异=N×T×P-N×T0×P0

例如，某企业A产品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如表1
所示。

假定企业A产品预算产量为10 400件，实际生产A产
品 8 000件，用工 10 000小时，实际发生固定制造费用
190 000元。固定制造费用相关指标实际值如表2所示。

计算得，固定制造费用差异=8 000×1.25×19-8 000×
1.5×12＝46 000（元）
为便于分析比较，后文计算示例均沿用本例资料。

（二）分析方法

1. 两差异分析法。两差异分析法是将总差异分为耗
费差异和能量差异两部分。

耗费差异=实际固定制造费用-预算产量下标准固定
制造费用=N×T×P-N0×T0×P0

能量差异=预算产量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实际产量
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N0×T0×P0-N×T0×P0

沿用上例，耗费差异=8 000×1.25×19-10 400×1.5×
12=2 800（元），反映实际耗费超过预算的差异；能量差异
=10 400×1.5×12-8 000×1.5×12=43 200（元），反映产量
未达到预算所导致的超支差异。

验算：固定制造费用差异=耗费差异+能量差异=
2 800+43 200=46 000（元）。

2. 三差异分析法。三差异分析法是将总差异分为耗
费差异、产量差异和效率差异三部分。耗费差异的计算与

两差异分析法相同，不同的是将两差异分析法中的“能量

差异”分解为产量差异和效率差异，进一步说明企业生产

能力利用程度和生产效率高低所导致的成本差异。

产量差异=（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实际工时）×固定
制造费用标准小时分配率=N0×T0×P0-N×T×P0

效率差异=（实际工时-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固定
制造费用标准小时分配率=N×T×P0-N×T0×P0

沿用上例，产量差异=10 400×1.5×12-8 000×1.25×
12=67 200（元），反映实际工时未达到预算工时而形成的
闲置能量差异；效率差异=8 000×1.25×12-8 000×1.5×
12=-24 000（元），反映实际工时脱离标准工时而形成的
差异。

验算：固定制造费用差异=耗费差异+产量差异+效
率差异=2 800+67 200-24 000=46 000（元）。

二、现行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分析对象不正确

固定制造费用分析的目的在于确认总差异，分析差

异形成的原因，将差异分解落实到各个因素或责任单位

与个人，固定制造费用总差异理应是固定制造费用实际

数与其预算数的差额。

现行分析方法中，将实际固定制造费用与其标准固

定制造费用的差额作为总差异，即固定制造费用差异=
N×T×P-N×T0×P0=N×（T×P-T0×P0），从公式中可以看

出，这种差异是假定产量已经变动而只分析单位固定制

造费用的影响。但上述两差异和三差异分析法均涉及产

量变动的影响，如两差异分析法中的能量差异，教材中也

认为产量对固定制造费用有影响，因此，其分析结果与确

认的分析对象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

（二）分析因素混乱

1. 差异影响因素分解不清晰，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不
明确。两差异分析法中，能量差异=N0×T0×P0-N×T0×
P0=（N0-N）×T0×P0，属于实际产量与预算产量不同而造

成的差异；耗费差异=N×T×P-N0×T0×P0，则既有产量的

影响，也有单位固定制造费用的影响，而耗费差异应反映

单位固定制造费用造成的差异，即应为：N×（T×P-T0×
P0）。

三差异分析法中，耗费差异与两差异分析法相同，不

再分解，而上述两差异分析法中“耗费差异”是由单位工

时和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共同影响的，应将其进一步分

解为单位工时不同造成的差异和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不

同造成的差异。教材中则是将只有产量一个因素造成的

“能量差异”硬分为两个差异：产量差异与效率差异。产量

差异=N0×T0×P0-N×T×P0，该差异是由产量和单位产品

工时共同影响的结果；效率差异=N×T×P0-N×T0×P0，相

当于单位产品工时不同造成的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两差异分析法还是

三差异分析法，各差异的影响因素不唯一并且有重复，看

不出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很难将

分析结果分解落实到相应责任单位与个人，起不到分析

的作用。

2. 因素替代顺序混乱。按因素分析法的规定，各因素

项 目

工时

固定制
造费用

月标准总工时（小时）①
单位产品标准工时（小时/件）②
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总额（元）③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元/小时）④＝③÷①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元/件）⑤＝②×④

标 准

15 600

1.5

187 200

12

18

表 1 A产品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项 目

产量（件）①
工时

固定制造
费用

总工时（小时）②
单位产品工时（小时/件）③＝②÷①
固定制造费用总额（元）④
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元/小时）⑤＝④÷②

实 际

8 000

10 000

1.25

190 000

19

表 2 A产品固定制造费用实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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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应按逻辑顺序排列，在具体分析每个因素对指标的

影响时，用实际数减去预算数或计划数，然后乘以已改变

或未改变的其他因素，根据计算结果判断是有利差异还

是不利差异，进一步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分解落实到相

应责任部门。而教材中的分析，有的是实际数减去预算

数，如耗费差异、三差异分析法中的效率差异；有的则是

预算数减去实际数，如两差异分析法中的能量差异和三

差异分析法中的产量差异。

因素分析法规定，每次在分析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动

影响时，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单独分析这个因素的影响，

但教材中的分析多处违反此假定。如“耗费差异”、三因素

分析法中“产量差异”是由三个或两个因素共同影响的结

果。

（三）与成本管理活动不相符

从财务管理环节看，成本管理活动包括成本费用预

算、控制、分析与考核等环节。成本费用预算的作用在于

控制、分析与考核，教材中控制和考核是依据预算进行

的，而在固定制造费用分析时却依据标准固定制造费用，

与其他费用的分析比较标准不一致；同时，标准制造费用

与产量成正比变动，这与固定成本的预算数据不相符，起

不到预算控制的作用。

因此，笔者认为现行的固定制造费用分析方法混淆

了问题的层次关系，不能正确寻找要分析的差异，难以分

清差异形成的原因，更无法确定主要和次要因素，失去了

分析的意义。

三、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方法改进建议

笔者认为，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可采用因素分析

法，该方法使分析对象明确，分析结果清晰，并与变动性

成本差异分析方法保持一致，具体做法如下：

（一）确定分析对象和影响因素

按照成本管理活动的要求和固定制造费用分析的目

的，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应是指固定制造费用实际发生额

与预算额之间的差异。计算公式为：固定制造费用差异=
固定制造费用实际数-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数=实际产量×
单位产品实际工时×固定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预算产
量×单位产品标准工时×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N×
T×P-N0×T0×P0

沿用前例，固定制造费用差异=190 000-187 200=
2 800（元），说明固定制造费用超过预算2 800元。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造成固定制造费用差异的因素主

要有：产量、单位工时、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三因素之间

的关系用公式表示为：固定制造费用=产量×单位工时×
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

（二）分析各因素对固定制造费用的影响

产量、单位工时、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三因素影响的

差异名称可分别命名为产量差异、效率差异、耗费差异，

采用因素分析法计算其影响方向和程度。

1. 产量差异。产量差异是由于实际产量与预算产量
不同导致固定制造费用的相对节约或超支。计算公式为：

产量差异=实际产量×单位产品标准工时×固定制造
费用标准分配率-预算产量×单位产品标准工时×固定制
造费用标准分配率=N×T0×P0-N0×T0×P0=（N-N0）×
T0×P0

沿用前例，产量差异=（8 000-10 400）×1.5×12=-43 200
（元），说明产量未达到预算少支出的固定制造费用。从表

面上看，支出减少是有利因素。但如果该产品有盈利能力

且有销路，则这里的减少对企业是不利的，需进一步分析

产量减少的原因，是市场部开拓市场不得力，或生产部生

产跟不上，还是采购部材料供应不及时等。

2. 效率差异。单位工时消耗的多少反映了生产效率
的高低，因此，效率差异是单位产品消耗工时与单位标准

工时不同而产生的固定制造费用差异。计算公式为：

效率差异=实际产量×单位产品实际工时×固定制造
费用标准分配率-实际产量×单位产品标准工时×固定制
造费用标准分配率=N×T×P0-N×T0×P0=N×（T-T0）×P0

接前例，效率差异=8 000×（1.25-1.5）×12=-24 000
（元），反映了生产效率提高而节约的固定制造费用。该

差异属有利因素，故可进一步挖掘潜力，继续发挥其有利

作用。

3. 耗费差异。耗费差异是指单位时间内的耗费与标
准不同而产生的固定制造费用差异。计算公式为：

耗费差异=实际产量×单位产品实际工时×固定制造
费用实际分配率-实际产量×单位产品实际工时×固定制
造费用标准分配率=N×T×P-N×T×P0=N×T×（P-P0）

接前例，耗费差异=8 000×1.25×（19-12）=70 000
（元），说明单位工时耗费上升产生的固定制造费用超支，

属不利因素。本例中实际分配率超过标准分配率较多，而

总费用变化（总差异）较少，主要是总工时下降造成的，在

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产量未达预算属主要原因。

验算：固定制造费用差异=产量差异+效率差异+耗
费差异=-43 200-24 000+70 000=2 800（元）

按照上述思路分析就能克服现行固定制造费用差异

分析中存在的问题。该方法分析对象明确，能清楚地看出

影响固定制造费用差异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过程

结合企业实际，确认属于有利因素还是不利因素，进一步

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并落实到责任部门或责任人，改进

对固定制造费用的控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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