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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 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是美国会计行业的“老大”，成立
最早，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
在美国大型企业和银行中，CEO、CFO、财务主管、财务长、银行行长、成本核算师、理财师、企业
管理人员都具有CMA资格；同时，IMA还是全球范围最具权威的管理会计职业化组织，得到世界500
强的推崇。
2004年岁末，美籍华裔管理会计学者、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杨继良先生从美国发来E-mail，并通过电话
多次联络，希望我能帮助安排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夏曼（Paul Sharman）
来华访问。
经过多次沟通，终于成行。
在访问商务部时，傅自应副部长说：“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对推动美
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世界会计类专业组织中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正处在迈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进程中。
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扩大。
我们信守了加入WTO时所做出的各种承诺，不仅进一步开放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贸易领域也进一步
加大开放，包括管理服务业，如会计师事务所等。
”“当前，中国有50万家外经贸企业，其中很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引进当今世界先进
的管理理念和经验，做好企业成本核算。
相信IMA进入中国，可以帮助中国培养目前我们急需的管理会计师方面的高级管理人才；可以相互交
流中美两国有关管理会计方面的经验；可以通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推动管理会计的进
一步发展。
这不仅对我们两国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同时对全球经济的复兴和发展，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傅自应副部长最后对保罗·夏曼说：“中美两国近年来经济交往日益增多，相互之间的贸易额迅速攀
升；，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具有极大的互补性，并且相互都从中得到了各自的利益。
随着中美两国贸易的日益扩大，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也日益增多。
但美国方面对中国采取了一些不公平的做法，至今仍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动不动就对中国
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说我们的成本是虚假的，采用经济发达的第三国成本作为比较，这是不公平的。
我是长期从事财务会计方面工作的，我十分了解中国的成本计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今天中国企业
的成本计算标准与方法不仅与你们美国没有差距，而且也已经与国际接轨。
IMA在1919年成立的时候就是叫做成本管理协会，至今有关成本管理的内容也仍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
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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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书是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IMA)对中国工业企业的成本管理实践和成本计算方法所作研究的成果。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 2006年中国颁布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IFRSs）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趋同。

?在企业内部的报告方面，可能引起成本计算的问题有：(1)在哪些项目应计入为产品成本的处理上，
中国与西方公司有所不同；（2)在采用适当的分配方法将成本计入产品的做法上，有所不同。

? 按中国的会计制度，有一些成本项目过去的处理方法不妥；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所作的修正，已
开始纠正这些问题。

?大部分中国公司采用传统的做法将成本分配到产品，但也有公司开始采用比较精确的成本计算方法了
。
成本计算实务的这一状况，与西方所遇到的相似。
对实务的改进，应该建立在对具体企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

? 虽然中国公司的成本计算实务与西方公司之间存在差异，但也是在趋同之中。

? 产品成本是决定产品售价的最重要的因素。
其他因素也很重要，尤其是竞争对手的定价。

? 由成本计算实务上的差异，并不能推断出中国产品存在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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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就着手建立计划经济所必需的若干企业管理的基础
制度。
在这方面，三项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经济核算制，以界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实施综合的
年度计划制度，包括编制成本计划／预算的制度；建立定额管理制度，以实现对企业所规定的技术经
济指标。
部分基础管理制度要求各公司遵行由财政部会计司（会计事务管理司）统一制订的会计制度。
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的会计规范，大部分不适合在发展
市场的环境下管理企业之用。
于是，中国在1985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
度》（1985年的《会计法》于1993年和1999年两度修订）。
财政部于1992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于1993年7月实施。
这项准则以国际会计准则为基础，提供了一项概念性框架、制订了会计原则。
随后，发布了其他一些会计准则。
基本会计准则在多个方面改变了存货的估价方法。
有一些行政管理费用（例如与为固定资产融资而开支的利息，汇兑损益和存货的储存成本），过去计
入存货成本，现在要求作为费用处理（Hilmy，1999，pp.501-502）。
区分期间费用和产品成本的其他变化将在下文阐述。
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于2001年1月k日对股份有限公司生效，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对外资企业生效。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发一项新的基本准则和38项新的中国会计准则（CASs），这些准则在实质上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是一致的。
财政部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以新会计准则编制其2007年度财务报表。
此外，还要求中央企业自2008年起采用新准则，所有大中型企业自2009年起也要执行新准则。
虽然由于各种公司的具体情况不同，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新准则的实施使中国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
与国际准则更加一致。
（例如，全部国有控股的企业，不需要披露关联方交易）。
中国过去在会计方面的做法，直到现在还对实务工作有着影响。
例如，中国企业在传统上把所有的生产和辅助车间都列为公司的第二层次的机构，而不是把它们归集
在“制造部”之下。
在第二层次，各职能部门（既包括和生产相关的，也包括和生产无关的）与各分厂／车间同级、并行
①。
1979年起，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营销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
仍然保持现有的组织机构不变：所有的职能部门仍然都属于第二层次，与分厂／车间并行。
中国在1992年开始修改其会计制度以和国际／西方的会计惯例接轨之前，所有在分厂／车间一级发生
的间接费用，都包括在“车间经费”中。
所有在“厂部”的各职能部门（包括从事采购、工程技术、质量监督、产品设计、会计、人事和销售
活动的部门）所发生的费用，都归集在“管理费用”项下。
车间经费和管理费用都作为“成本”，分配计人各项产品。
在中国1992年的会计改革中，中国的政策制订者把传统用词“车间经费”，依西方的叫法改称“制造
费用”；同时，把“管理费用”改作期间费用处理，不再计人产品成本。
依西方计算成本的惯例，制造费用包括全部的与生产有关的职能部门所发生的费用，而车间经费（现
在改称“制造费用”了）却并不包括这些费用。
中国的车间经费和西方的制造费用定义不同，导致产品成本计量上的差异。
这一差别说明了，中国公司计算其所制造的产品成本所面临的一项挑战。
其他的问题，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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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理会计在中国:成本计算方法、成本管理实务和财会职能》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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