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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企业会计成本核算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首先,介绍了成本核算的基本理论,阐述

了企业成本核算中的困难和问题,包括成本的分类、计算和分配等方面的难点。随后,本文提出了一些解

决方法,包括引入现代成本管理理念、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体系、加强信息技术支持等。 

[关键词] 企业；会计；成本核算；问题；解决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Problems of Enterprise Cost Accounting and Its Solutions 
Wenqing Ai 

Jiangxi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of enterprise cost accounting and the solutions. Firstly, the 

basic theory of cost accounting was introduced,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enterprise cost accounting 

were elaborated, including the difficulties in cost classification, cal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Subsequently,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solution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ost management concept,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st accounting system,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pport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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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成本核算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经营

决策、成本控制和利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成本核算具有

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企业在进行核算时常常遇到诸多困难和

问题。例如,成本的分类、计算和分配等方面存在难点,导致成

本核算结果不够准确和可靠。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企业会计成本

核算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为企业的成本核算工作提供参考和

帮助。 

1 成本核算的概述 

1.1概念 

成本核算在本文中设定为制造业,是指在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中,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和原则,对各种生产成本进行统计、

计算、分析和控制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企业在进行产品生产过

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发生的费用,比如计入生产成本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废品损失等,以及不计入产品成本的销售

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 

1.2成本核算方法介绍 

制造业中成本核算的基本方法包括品种法、分步法、分批

法,辅助的方法有分类法、作业成本法、定额法等。 

品种法主要是针对生产大量大批单步骤产品的企业或则是

生产大量大批多步骤产品但是管理上不要求分步骤核算的企业,

按月为核算周期,品种为其核算对象。 

分步法则是针对企业管理上要求按照步骤来核算产品成本

的企业,这种企业中的半成品都具有经济价值,半成品可能是需

要对外出售,或则是有其他产品共同耗用该半成品。分步法又按

照半成品结转的反映形式不同分为综合结转分步法和分项结转

分步法,其中综合结转分步法需要进行成本还原。按月为核算周

期,品种和该品种的每一步骤为核算对象。 

分批法是针对生产单件小批产品,比如私人定制类的,每个

产品或则每批产品都有差异化。按照批别为核算周期,品种和批

别为核算对象。 

其他辅助方式都是建立在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为了方便核

算而产生的方法,比如品种繁多的服装制造企业,我们就可以采

用分类方法,其他辅助方法在此不一一介绍。 

1.3意义 

成本核算可以帮助企业了解产品成本构成、制定合理的售

价、进行成本控制和利润管理等,同时也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做经

营决策提供了依据。 

首先,成本核算可以帮助企业了解产品成本构成,从而制定

合理的售价。通过对产品各项成本的计算和分析,企业可以了解



经济学 
第 6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3 

Economics 

产品的成本构成及其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对产品进行定价,使

产品价格更加合理和市场竞争力更强。  

其次,成本核算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成本控制。通过对各项生

产成本的掌控和管理,企业可以及时发现成本浪费和损失的

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纠正和改进,从而减少成本,提

高效益。 

再次,成本核算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利润管理。通过对各项成

本的分析和控制,企业可以掌握自身的经营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进行调整和改进,从而提高经营效益和利润水平。 

此外,成本核算还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经营决策。通过对各项

成本数据的分析和比较,企业可以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制定

相应的经营策略和计划,优化经营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 

总之,成本核算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可以帮助企业

制定合理的售价、进行成本控制和利润管理,促进企业的经营效

益和利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 企业会计成本核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成本核算方法不合理 

在成本核算过程中,由于企业的经营特点和行业特点的不

同,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有些企业使用的成本核算

方法可能不够合理,导致成本数据的不准确和误导决策。 

2.2成本分摊不合理 

首先如果将所有的共同成本按照产量比例进行分摊,忽略

了不同产品的生产难度、工艺流程和材料成本等因素,就会导致

一些产品的成本被高估,而另一些产品的成本则被低估。 

其次,如果成本分摊方法不合理,就会导致误导决策。如果

某个产品的成本被高估,而其它竞争对手的成本被低估,企业在

价格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此外,如果某个产品的成本被低估,

企业可能会被迫在销售过程中进行过度的折扣和促销,从而导

致利润下降。 

2.3成本数据的不够准确 

成本核算是基于产品各种计入成本的数据上核算的,这些

数据的准确性对于成本核算的结果至关重要。如果这些数据与

实际不符,那会导致成本核算结果的不准确,或将对企业的决策

产生误导。例如,如果某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数据不准确,可能会

导致企业高估或低估其产品的成本,从而影响到产品定价和市

场竞争力。 

2.4对成本数据的分析不够 

如果对成本数据的分析不够,有导致成本数据的浪费和误

导决策的可能。例如,如果企业仅仅关注成本数字的大小而不进

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可能会忽略成本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从而无法有效地降低成本和提高盈利能力；如果企业在决策过

程中仅仅依赖成本数据而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误

判市场需求和竞争状况,从而采取不适当的决策,影响企业的发

展和竞争力。 

2.5缺乏成本控制意识 

如果企业管理者缺乏成本控制意识,可能会导致成本数据

的不断上升, 终导致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利润水平下降。例如,

如果企业管理者对成本控制缺乏重视,可能会导致企业在生产

和经营过程中存在浪费和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从而影响到企业

的经营效益和利润水平；如果企业管理者忽略成本的变化趋势

和控制点,可能会导致成本的不断上升,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压

力和风险。 

2.6成本核算与业务管理脱节 

如果企业的业务管理和成本核算存在脱节,可能会导致成

本数据和经营数据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使得企业管理者难以

准确地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和成本结构,无法及时进行成本分

析和控制,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效益。此外,如果企业的

业务管理和成本核算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和协作机制,可能会

导致成本核算的数据实际中运行不通和数据可信度也不强,从

而影响成本核算的质量和效果。 

2.7成本核算与预算管理脱节 

如果成本核算和预算管理之间存在脱节,可能会导致成本

数据的准确性和预算制定效果的下降。例如,如果企业的成本核

算和预算管理没有良好的协调和沟通机制,可能会导致预算计

划和成本核算数据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影响预算的制定效果。

此外,如果企业的成本核算数据不准确或不及时,就会影响预算

管理的精度和可靠性,使企业无法准确地了解经营活动的实际

情况和变化,从而影响预算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效果。 

3 企业会计成本核算的解决办法 

3.1成本核算方法不合理的解决建议 

审视现行的成本核算方法,对不合理的成本核算方法及时

进行修正和调整。 

加强企业管理人员成本核算理论的理解,提高管理人员对

成本核算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企业生产特点的核算方法,生产不同类型的

产品,生产组织方式同,应该选择不同类型的核算方式。 

3.2成本分摊不合理的解决建议 

企业应当采用合理方法分摊共同耗用的成本,尽可能让各

个产品的成本数据接近准确。针对成本分摊不合理的问题,应该

采取以下措施： 

审查现有的成本分摊方法,及时修正不合理的成本分摊

方法。 

采用符合实际情况的成本分摊方法,例如采用实际消耗法、

标准成本法等方法进行成本分摊。 

建立完善的成本核算制度,明确各类成本的分摊标准和选

取的方法,确保成本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3.3成本数据的准确性不足的解决建议 

针对该问题,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建立完善的成本数据统计制度,为成本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打好基础工作。 

对成本数据进行审计和核查,及时发现和纠正成本数据的

错误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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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对成本数据的分析不足的解决建议 

针对成本数据分析不足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提高管理人员的分析能力和水平,对于重要的成本数据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以更好地理解成本数据背后的含义和

趋势。 

引入更先进的成本管理工具,例如成本控制软件等,以更快

捷和准确地分析成本数据,帮助管理人员更好地制定决策。 

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析体系,包括成本结构分析、成

本效益分析、成本变动分析等,更好地掌握企业的成本情况和变

化趋势。 

3.5缺乏成本控制意识的解决建议 

针对缺乏成本控制意识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培养和教育,让他们深刻

认识到成本控制对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设立合理的成本控制指标,对重要的成本项目进行限额控

制,确保成本控制的有效实施。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管理人员积极推行成本控制措

施,例如设立成本控制目标,以及成本控制绩效考核等。 

3.6成本核算与业务管理脱节的解决建议 

针对这二者脱节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加强与业务管理之间的协调和沟通,确保成本核算与业务

管理之间的协调一致,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的经营决策。 

建立跨部门的成本管理团队,协助各业务部门进行成本控

制和管理,提高成本核算与业务管理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3.7成本核算与预算管理脱节 

针对成本核算与预算管理脱节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加强成本核算和预算管理之间的联系。企业只有把成本核

算和预算管理建立良好的联系,才能确保预算编制和实际成本

核算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建立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企业内部应该建立完善的预算

管理体系,以确保预算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加强信息化建设。企业应该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一套成本

核算和预算管理的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和数据互通,以提高

预算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 

4 结束语 

在本文中,探讨了企业会计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成本核算是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对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效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

此,企业管理者应该提高对成本核算的重视程度,理解其基本理

论,采用合适的核算方法,规避核算时候可能出现的问题,让成

本核算的结果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促进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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