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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成本法下税前利润差额变化规律探讨

邢 如 其

( 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由于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时对固定制造费用的处理不同，使得
两种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出现差额，一些学者认为利润差额的变化规律是由产品产销量或期
末产品存货量决定的。通过实例验证，这种认识存在理论瑕疵。应用公式推导得出结论，此利
润差额变化规律只能由期初、期末存货固定生产成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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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由于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
时对固定制造费用的处理不同，使得两种成本法
下的税前利润出现差额。对于连续几期的利润差
额存在什么样的规律，一些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主
要观点有四:

观点 1———产销量决定利润差额。［1-2］

持此观点者认为，两种成本法下计算的税前
利润差额取决于产量与销量之间的关系。

( 1) 产量等于销量时，两种成本法计算的税
前利润相同;

( 2) 当产量大于销量时，按变动成本法计算
的税前利润小于按完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

( 3) 当产量小于销量时，按变动成本法计算
的税前利润大于按完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

观点 2———期初、期末产品存货量决定利润
差额。［3］

持此观点者认为，两种成本法下计算的税前
利润差额，取决于期初、期末产品存货量之间的
关系。

( 1) 如果期末存货等于期初存货 ( 产销平
衡) ，则两种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相同;

( 2) 如果期末存货大于期初存货 ( 产大于

销) ，则按变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小于按完
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

( 3) 如果期末存货小于期初存货 ( 产小于
销) ，则按变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大于按完
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

观点 3———期初、期末产品存货吸收的固定
制造费用决定利润差额。［4-5］

持此观点者认为，两种成本法下计算的税前
利润差额，取决于期初、期末产品存货各自吸收的
固定制造费用的多少。

( 1) 若完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制
造费用等于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则两
种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相等，其差额等于 0。

( 2) 若完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制
造费用大于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则两
种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差额必然大于 0，也就
是按完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大于按变动成本
法计算的税前利润。

( 3) 若完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制
造费用小于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则两
种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差额必然小于 0，也就
是按完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小于按变动成本
法计算的税前利润。

观点 4———上述三种观点的混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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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观点者，既坚持观点 1 和 2，也认同观点
3。将“两种成本计算确定的利润差额”称作广义
差额，其差额变动谓之一般规律;并将广义差额不
为零的称作狭义差额，其差额变动谓之特殊规律。

哪种观点正确呢? 用实例进行验证。

二、实例验证

假定 M 公司某年产销 A 产品 20 000 件，四
个季度有关生产成本和产销量资料如表 1、表 2
所示。根据表 1、表 2 资料，应用两种成本法编制

的 M公司利润表如表 3、表 4。
由表 1、表 3、表 4 数据可以看出，第一、三季

度产销都平衡，均满足观点 1 中的“产量等于销
量”( 也满足观点 2 的“期末存货等于期初存
货”) ，但只有第一季度两种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
相等，第三季度并不相等( 利润差额为 5 000 元) 。
即由“产量等于销量”这个前提，并不一定得出
“两种成本法下的利润完全相同”的结论。而表 5
的数据，却验证了观点 3 的正确性。

表 1 M公司生产销售 A产品成本资料 单位:元

项 目 单位 总额 单位生产成本

售价
生产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非生产成本

变动推销管理费用
固定推销管理费用

100

20
10
5

10

10

75 000

100 000

变动生产成本
固定生产成本

合 计
( 完全成本法)

合 计
( 变动成本法)

1 季度
35
15

50

35

2 季度
35
12． 5

47． 5

35

3 季度
35
15

50

35

4 季度
35

18． 75

53． 75

35

表 2 M公司生产销售 A产品资料 单位:件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全 年

期初存货 － － 2 000 2 000 －

生产量 5 000 6 000 5 000 4 000 20 000

销售量 5 000 4 000 5 000 6 000 20 000

期末存货 － 2 000 2 000 － －

注: 存货采用先进先出法。
表 3 M公司利润表(完全成本法) 单位:元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全年

销售收入 500 000 400 000 500 000 600 000 2 000 000

销售成本:

期初存货成本 0 0 95 000 100 000 －

本期生产成本 250 000 285 000 250 000 215 000 1 000 000

可供销售生产成本 250 000 285 000 345 000 315 000 －

减:期末存货 0 95 000 100 000 0 －

销售成本总额 250 000 190 000 245 000 315 000 1 000 000

销售毛利 250 000 210 000 255 000 285 000 1 000 000

减:推、管费用 150 000 140 000 150 000 160 000 600 000

税前净利 100 000 70 000 105 000 125 000 400 000

12第 3 期 邢如其:两种成本法下税前利润差额变化规律探讨



表 4 M公司利润表( 变动成本法) 单位:元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全年

销售收入 500 000 400 000 500 000 600 000 20 000 000

减:变动成本 225 000 180 000 225 000 270 000 900 000

贡献毛益总额 275 000 220 000 275 000 330 000 110 000

减:固定成本 1750 00 175 000 175 000 175 000 700 000

利润 100 000 45 000 100 000 155 000 400 000

表 5 期初、期末存货固定制造费用、利润差额 单位:元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单位产品固定制造费用 15 12． 5 15 18． 75

期初存货固定制造费用 0 0 25 000 30 000

期末存货固定制造费用 0 25 000 30 000 0

期末、期初固定制造费用差额 0 25 000 5 000 － 30 000

利润( 完全) －利润( 变动) 0 25 000 5 000 － 30 000

如果 A产品产销量不是表 1 数据，而是表 6
数据，则第三季度产量大于销量，若生产成本仍沿
用表 1 资料( 需要重新计算单位产品完全成本) ，
可得到第三季度完全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为
179 000元，变动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为 232 000

元( 具体计算过程略) 。显然，表 6 第三季度的产
销数量满足观点 1 的“产量大于销量”条件，但却
不能得出“按变动成本法计算的利润小于按完全
成本法计算的利润”的结论，而是前者大于后者
53 000( 232 000 － 179 000) 元。

表 6 M公司生产销售 A产品产销量及利润 单位:件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全 年

期初存货 0 0 600 700 －

生产量 5 000 750 7 500 6 750 20 000

销售量 5 000 150 7 400 7 450 20 000

期末存货 0 600 700 0 －

完全成本法利润( 元) 100 000 － 106 750 179 000 227 750 400 000

变动成本法利润( 元) 100 000 － 166 750 232 000 234 750 400 000

注: 存货采用先进先出法。

当然，如果表 1 中 A 产品的产销数量发生变
化如表 7，尽管第三季度满足“产量小于销量”条
件，按观点 1，按变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应当

大于按完全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但结果却与
之相反。说明观点 1、观点 2 也不成立。

表 7 M公司生产销售 A产品资料 单位:件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全 年

期初存货 0 0 500 400 －

生产量 5 000 7 500 4 000 3 500 20 000

销售量 5 000 7 000 4 100 3 900 20 000

期末存货 0 500 400 0 －

完全成本法利润( 元) 100 000 215 000 53 000 32 000 400 000

变动成本法利润( 元) 100 000 210 000 50 500 39 500 4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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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例验证结果表明: 观点 3 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只从产品产销量之间的关系不能推断
出两种成本计算法下利润之间的关系( 或规律) 。
实际上，影响两种成本法下利润差异的根源在于
期初、期末产品存货吸收的固定生产成本，以及存
货的计价方法 ( 若表 1 第三季度采用后进先出，
两种成本法下计算的利润就相等，符合观点 1、观
点 2) ，而不是产品产销量( 或期初、期末存货量)
之间的关系。因此，观点 1、观点 2 只是两种成本
法下利润差额的特例，并不能认定为“规律”; 显
而易见，观点 4 的认识也就有习非胜是之嫌，虽不
能说是袭人故智，但对理论问题也是问诸水滨。

三、差额公式推导

在完全成本法下:
利润( 完全)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期间

成本 =销售收入 － ( 期初存货 +本期生产 －期末
存货) －期间成本 =销售收入 －期初存货 －本期
生产 +期末存货 －期间成本 =销售收入 － ( 期初
存货变动生产成本 +期初存货固定生产成本) －
( 本期生产变动生产成本 +本期生产固定生产成
本) + ( 期末存货变动生产成本 +期末存货固定
生产成本) － ( 本期变动非生产成本 +本期固定
非生产成本) ( 1)

上式中的固定生产成本为固定制造费用( 下
同) 。

在变动成本法下:
利润( 变动) =销售收入 －变动成本 －固定

成本 =销售收入 － ( 本期销售变动生产成本 +本
期变动非生产成本) － ( 本期生产固定生产成本
+本期固定非生产成本) ( 2)
由式( 1) －式( 2) ，并整理可得:
利润( 完全) －利润( 变动) = － ( 期初存货变

动生产成本 +本期生产变动生产成本 －期末存货
变动生产成本) +本期销售变动生产成本 + ( 期
末存货固定生产成本 －期初存货固定生产成本)

( 3)

因为( 3) 中的“－ ( 期初存货变动生产成 +本
期生产变动生产成本 － 期末存货变动生产成
本) ”=本期销售变动生产成本

所以，利润( 完全) －利润( 变动) =期末存货
固定生产成本 －期初存货固定生产成本 ( 4)

( 4) 式表明了完全成本法下利润与变动成本
法下利润之差，等于期末存货固定生产成本与期
初存货固定生产成本之差。

当然，由( 4) 式很容易地得出:
期末存货固定生产成本 =期初存货固定生产

成本，利润( 完全) =利润( 变动)
期末存货固定生产成本 ＞期初存货固定生产

成本，利润( 完全) ＞利润( 变动)
期末存货固定生产成本 ＜期初存货固定生产

成本，利润( 完全) ＜利润( 变动)
综上，利用产销量 ( 或期初、期末产品存货

量) 之间的关系不能判定两种成本法下的利润差
额变化规律，只能应用期末存货固定生产成本与
期初存货固定生产成本判定两种成本法下的利润
差额及其变化规律。

讨论两种成本法下税前利润差额变化规律，
不仅可以完善管理会计理论，而且对于坚持正确
的经营理念具有实际意义。众所周知，完全成本
法的优点是产量越大，单位产品固定制造费用越
低，单位产品成本也就随之降低，可使单位产品所
带来的利润上升( 规模经济使然) ，刺激企业扩大
生产。缺点是所确定的利润与销量并不完全一致
( 增加产量未必增加利润) ，导致企业盲目生产。
变动成本法的优点是揭示生产、销售、成本和利润
之间的关系，促使企业重视销售，防止盲目生产。
完全成本法强调生产环节对利润的贡献，变动成
本法贯注销售环节对利润的贡献。因此，企业管
理者选用完全成本法时，可通过增加产量来提高
当期营业收益，但必须注重市场的开拓，扩大销
售，减少存货的积压; 选用变动成本法时，要重视
市场调查和分析，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
以此提升产品销量，促进企业长期健康发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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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On Ｒegional Gap
———Analysis Based on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XIONG Xun-sheng，YU Ji-xiang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BengBu 2331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s a power of eliminating in-
come gap among regions． Bat according to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may expand
the income gap among regions． Using the fifth and six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grey correlation a-
nalysis method，this article calculates the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s influcnce on emigration region and it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finding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immi-
gration’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s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emigration’s re-
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confirms that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s the main power to expand the regional
gap，so that our government should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free-flowing of rural
workforce，meanwhile，it should focus on providing biased-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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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nging Ｒul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e-tax Profits Calculated by Two Cost Methods

XING Ｒu-qi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43，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t calculation between variable costing and the full costing on the fixed manu-
facturing cost，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pre-tax profits calculated by two cost methods． Some scholars be-
lieve that the changing rule of the profit difference is decided by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volume of the product
or ending inventory volume of the product，while which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theoretical defect through carry-
ing out the example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are concluded by using formula derivation to show that the profit
difference is decided only by the production cost of beginning and ending inventories．

Key words: variable costing; full costing; per-tax profi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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