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七　成本报表的

编制与分析



6.1　成本报表的编制

•成本报表的概念与分类

•商品产品成本报表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报表

•制造费用明细表 



一、成本报表的概念与分类

（一）成本报表概念
• 成本报表是根据日常成本核算资料定期编制的，用以反映企业一定时期产

品成本水平、考核产品成本计划和生产费用预算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
• 产品成本是综合反映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水平的一项重要质量指

标，编制和分析成本报表是成本会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成本报表的作用

• 成本报表的根本作用在于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产品成
本信息。

• 其次，成本是一项重要的质量指标，通过对成本报
表的分析，还可以揭示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
方面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企业生
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水平。

• 最后，成本报表提供的实际成本、费用资料，可以
作为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成本费用和利润的预
测，制定有关的生产经营决策的依据，为编制成本
和利润等计划提供重要的数据。



（三）成本报表的分类

1、按成本报表反映的内容分类 
•（1）反映产品成本情况的报表

• 这类报表有商品产品成本表，主要产品单位成本等。
• 这类报表主要反映报告期内企业各种产品的实际成本
水平。

• (2)反映各种费用支出的报表
• 这类报表有制造费用明细表、管理费用明细表、销售
费用明细表等。

• 通过这类报表可以知道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费用支出总
额及其构成，了解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分析费用支出
的变动趋势。



2、按成本报表编制的时间分类

• 成本报表按编制的时间可分为年报、季报、月报。

• 成本报表根据管理上的要求一般可按月、按季、按年编报。

• 同时针对企业内部管理的特殊需要，也可以按旬、按周、按日甚至于按工作班来
编报，以满足日常临时或特殊任务管理的需要，使成本报表及时服务于生产经营
的全过程。



（四）成本报表编制的要求

1、针对管理需要编制成本报表

•成本报表是不对外报送或公布的会计报表，而是内部
报表。因此，成本报表的种类、项目、格式和编制方
法，由企业自行确定。

•成本报表一般包括商品产品成本表、主要产品单位成
本表、制造费用明细表、销售费用明细表、管理费用
明细表和财务费用明细表。

•为了加强企业生产成本的日常管理，除了上述定期编
制的成本报表以外，企业还要设计和编制如主要产品
成本旬报、日报等提供日常产品成本信息的报表。



2、按照财务报表的要求编制成本报表

• 全面反映，突出重点

• 数字真实，计算准确

• 指标一致，数据可比

• 编报及时，说明清楚



二、商品产品成本报表

（一）商品产品成本报表的意义
• 商品产品成本报表是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全部商品产品总成本和各

种主要商品产品单位成本及总成本的报表。

• 商品产品成本报表是反映企业全部商品产品成本的报表，也是成本报表中
最主要的报表。

• 商品产品成本报表一般按月编报。



（二）商品产品成本报表的结构

•商品产品成本表分为正表和补充资料两部分。
• 正表项目栏的纵栏中首先分为可比产品与不可比产品两部
分。

• 可比产品是指上一年正式生产过，有上年度较完备的成本资料的产
品。

• 不可比产品是指上一年没有正式生产过，没有上年度成本资料的产
品。对于不可比产品，由于没有上年度实际单位成本资料，所以只
反映本年度的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

• 将可比产品成本与不可比产品成本加总，可以求得全部商品产品生
产的制造成本。

• 正表项目栏的横栏中，分别反映各种产品的实际产量、单
位成本、本月总成本和本年累计总成本，分别以上年实际
平均单位成本、本年计划单位成本和本月实际单位成本为
标准计算的实际产量总成本，以便将本年实际与上年实际
和本年计划进行比较，正确评价企业成本工作的业绩。  



补充资料

• 补充资料则是按年填报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降低率、产值成本率的累计实际数与计划数，
以及按现行价格计算的产品产值等。以方便对报表资料进行分析和利用。



（三）商品产品成本报表的编制方法
•1.实际产量栏

• 分为本月数和本年累计数两栏，分别反映本月和从本年1月
1日起至报表编制月月末止各种主要商品的实际产量。应根
据成本计算单或产品成本明细账的记录计算填列。

•2.单位成本栏
• 按上年度本报表资料、本期成本计划资料、本期实际成本
资料和本年累计成本资料分别计算填列

•3.本月总成本栏
• 包括本月实际总成本、按上年实际平均单位成本计算的总
成本和本年计划单位成本计算的总成本三项内容。

• 本月实际总成本按本月产品成本计算单的有关数字填列；
• 后两项内容分别根据上年实际平均单位成本和本年计划单
位成本乘以本月实际产量所得积数填列。



• 4.本年累计总成本栏
• 包括按上年实际平均单位成本计算、按本年计划单位成本计算和本年实际总成本三栏。

• 应按自年初至本月末止的本年累计产量分别乘以上年实际平均单位成本、本年计划单位成本和
本年累计实际平均单位成本的积填列。



5.补充资料部分只填列本年累计实际数

（1）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
• 指可比产品累计实际总成本比按上年实际单位成本计算的
累计总成本降低的数额，超支用负数表示。 

（2）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
• 指可比产品本年累计实际总成本比按上年实际平均单位成
本计算的累计总成本降低的比率，超支率用负数表示。 

（3）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商品产值。
• 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填列。

（4）产值成本率。
• 指商品产品总成本与商品产值的比率，通常以每百元商品
产值总成本表示。 





四、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报表

一）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报表的意义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是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各
种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构成情况和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
标报告情况的报表。

•该表按主要产品分别编制，是对商品产品成本表的有
关单位成本作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报表。

•利用主要商品产品成本表，可以具体了解各种主要产
品单位成本的结构和水平，并按成本项目考核和分析
各种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计划执行情况，分析单位成本
构成变化及趋势，以便进一步寻找产生差距的原因，
力求挖掘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潜力，提高企业的经济
效益。

•该表通常每月编制。



（二）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的结构
•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的结构可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为本表的基本部分，是分别按每一种主要产品进行编制的，表中除反映产品名称、规
格、计量单位、产量、售价之外，主要是按成本项目反映单位成本的构成和水平及各项主要技
术经济指标；

• 第二部分为本表的补充资料，反映上年和本年的几项经济指标，为分析、考核提供简便的资料。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格式如下：





（三）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的编制方
法
1.“本月计划产量”和“本年累计计划产量”项
目。

• 根据本月和本年产品产量计划资料填列。
2. “本月实际产量”和“本年累计实际产量”项
目。

• 根据统计提供的产品产量资料，或产品入库单填列。
3.“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项目。

• 反映主要产品每一单位产量所消耗的主要原材料、燃
料、工时等的数量。应根据产品成本计算资料（包括
领料单等凭证）以及统计资料整理填列。

4.“历史先进水平”项目。
• 指本企业历史上该种产品成本最低年度的实际平均单
位成本和实际单位用量。应根据该年的成本资料填列。



5.“上年实际平均”项目
• 指上年实际平均单位成本的单位用量。应根据上年度本表
的本年累计实际平均单位成本和单位用量的资料填列。

6.“本年计划”项目
• 指本年计划单位成本和单位用量，应根据年度成本计划中
的资料填列。

7.“本月实际”项目
• 指本月实际单位成本和单位用量。应根据本月完工的该种
产品成本明细账上的有关数字计算后填列。

8.“本年累计实际平均”项目
• 是指本年年初至本月末止该种产品的平均实际单位成本和
单位用量。应根据年初至本月末止已完工产品成本计算单
等有关资料，采用加权平均计算后填列。



9.补充资料有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四、制造费用明细表

（一）制造费用明细表的概念
•制造费用明细表是反映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发生
的制造费用及其构成情况的报表。

•本表只反映基本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不包括辅
助生产车间制造费用，以免重复。

•利用制造费用明细表所提供的资料，可以考核制
造费用计划的执行情况，分析各项费用的构成情
况和增减变动原因，以便进一步采取措施，节约
开支，降低费用。

•制造费用明细表一般按月编制。



（二）制造费用明细表的结构

• 制造费用明细表的结构是按规定的制造费用项目，分别反映“本年计划”、
“上年同期实际数”、“本月实际”和“本年累计实际数”的数据。

• 制造费用明细表的格式和内容，如表7-3所示 。





（三）制造费用明细表的编制方法

•  “本年计划数”栏的各项数字，根据制造费用预算中的有关
项目数字填列。

• “上年实际数”栏的各项数字，应根据上年本表的“本年累
计实际数”填列。如果表内所列费用项目和上年度的费用项
目在名称或内容上不相一致的，应对上年的各项数字按照表
内规定的项目进行调整。

• “本月实际数”各项数字，应根据制造费用明细账上本月发
生数填列。

• “本年累计实际数”各项数字，填列自年初起至编报月末止
的累计实际数，应根据“制造费用明细账”的记录计算填列。
或根据本月实际数加上期本表的本年累计实际数填列。



6.2　成本报表分析

• 成本报表分析的意义

• 成本报表分析的常用方法 

• 商品产品成本报表分析 

•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报表的分析 

• 制造费用明细表分析 



一、成本报表分析的意义

（一）成本报表分析的概念
•成本报表分析属于事后分析。以成本报表所提供
的反映企业一定时期产品成本水平和构成情况的
资料和有关的计划、核算资料为依据，运用科学
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各项指标的变动以及指标
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企业各项成本指标计划的
完成情况和原因，从而对企业一定时期的成本管
理工作情况获得比较全面的本质认识。



（二）成本报表分析的作用

•通过成本分析，可以考核企业成本计划的执行情
况，评价企业过去的成本管理工作。

•通过成本分析，可以揭示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促
使企业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寻找降低成本的途
径和方法。

•通过成本分析，可以认识和掌握成本变动的规律，
从中总结成本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提高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

•通过成本分析，可以为企业编制成本计划、预算
和进行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成本报表分析的常用方法

（一）对比分析法

• 对比分析法，又叫指标对比法或比较法，是通过实际数与基期数的对比来
揭示实际数与基期数之间的差异，借以了解经济活动的成绩和问题的一种
分析方法。

• 是成本分析中最简便、运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方法 



• 采用对比分析法时，由于分析的目的不同，对比的基期数也有所不同。常用的对比
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

• 本期实际与计划或定额指标对比

• 本期实际与前期（上期、上年同期或历史先进水平）的实际成本对比

• 本企业实际成本指标（或某项技术经济指标）与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指标对比



产品材料消耗比较分析表
产品名称：A产品    2000年12月31日     元

指标
上年
实际

本年 先进
企业
实际

差异

计划 实际
比计
划

比上
年

比先
进

材料
消耗

60 59 56 50 -3 -4 +6



 （二）比率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是指通过计算和对比经济指标的比率，进
行数量分析的一种方法。采用这一方法，先要将对比
的数值变成相对数，求出比率，然后再进行对比分析。
具体形式包括：

•1.相关指标比率分析法
• 把两个性质不同但又相关的指标进行对比求出比率，再将
实际数比率与计划（或前期实际）数比率进行对比分析，
从经济活动的客观联系中，更深入地认识企业的生产经营
情况。如产值成本率、销售收入成本率、成本利润率等。

•2.构成比率分析法
• 所谓构成比率，是指某项经济指标的各个组成部分与总体
的比重。如将构成产品成本的各个成本项目同产品成本总
额相比，可计算出各个成本项目占总成本的比重，确定成
本的构成比率，然后将不同时期的成本构成比率相比较，
观察产品成本构成的变动，掌握经济活动情况及其对产品
成本的影响。



例2：天华公司对生产的A产品成本利润率
进行分析后，编制成产品销售利润对比表，

如下： 

指标
上年
实际

本年 先进企
业实际

差异

计划 实际 比计划 比上年 比先进

利润 95 100 103 80

成本 550 600 625 400

成本
利润率

17.27% 16.67% 16.48% 20% -0.19% -0.79% -3.52%



（三）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也称连环替代法，是指把某一综合指标分
解为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因素，并分别计算、分析各因
素影响程度的方法。

•成本指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只有把成本指标分解为若干构成要素进行分析，才能
明确成本指标完成好坏差的原因和责任，这就需要运
用因素分析法进行成本分析。

•运用因素分析法，必须确定某项分析指标的构成因素
与各因素的排列顺序。



1.因素分析法的运用程序
•根据指标的计算公式确定影响指标变动的各项因素。 
•确定各项因素的排列顺序。数量因素在前，质量因素
在后;实物与劳动量因素在前，货币因素在后；主要
与原始因素在前，次要与派生因素在后。

•按排定的因素顺序对各因素的基数进行计算，确定综
合指标的基期数值。 

•顺序将前一因素的基数替换为实际数，将每次替换后
的计算结果与其前一次替换后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顺序算出每项因素的影响程度，有几项因素就替换几
次。 

•将各因素的影响（有的正方向影响，有的反方向影响）
数值的代数和，与指标变动的差异总额核对相符。 



2.因素分析法的计算原理
• 因素分析法的计算原理可用简单的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 设成本指标C是由X、Y、Z三个因素乘积所组成，其计划成本
指标与实际成本指标分别计算如下：

• 计划成本C1=X1×Y1×Z1                    
• 实际成本C2=X2×Y2×Z2                    
• 差异总额H=C2-C1
• 在分析各因素的变动对指标的影响时

• 确定三个因素的替代顺序依次为X、Y、Z；
• 假定在Y、Z这两个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计算第一个因素X变动对指标的

影响；
• 在第一个因素已经替代的基础上，计算第二个因素Y变动的影响，依次

类推，直到各个因素变动的影响都计算出来为止；
• 计算各因素对综合指标影响值的代数和，以验证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 采用因素分析法在测定某一变动影响时，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
变为条件的。其计算结果只能说明是在某种假定条件下的结果。 



• 例3：乙产品的原材料费用由产品产量、单位产品消耗量和原材料单价三个
因素组成，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 原材料费用=产品产量*单位产品消耗量*原材料单价

• 有关资料如下表所示，运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各因素变动对材料费用实际脱
离计划的影响。 



乙产品原材料成本分析资料

项目 计划数（C1） 实际数（C2）

产品产量（X） 50件 55件

单位产品消耗量（Y） 25千克 20千克

材料单价（Z） 5元 6元

材料费用（C） 6250元 6600元



• 确定分析对象：C2-C1=6600-6250=350（元）
• 因素分析：
• C1=X1*Y1*Z1=50*25*5=6250（元）
• C3=X2*Y1*Z1=55*25*5=6875（元）
• C4=X2*Y2*Z1=55*20*5=5500（元）
• C2=X2*Y2*Z2=55*20*6=6600（元）

• 产品产量变动的影响数=C3-C1=6875-6250=625（元）

•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变动的影响数=C4-C3=5500-6875=-1375（元）
• 材料 的影响数=C2-C4=6600-5500=1100（元）
• H=625-1375+1100=350（元） 



（四）差额分析法

•差额分析法是直接利用各因素的实际数和基期数之间
差额计算确定各因素变动对综合指标影响程度的方法，
是因素分析法的简化形式。



• 若用差额分析法，可以得到如下同样的结果：

• 产品产量变动的影响数=（55-50）*25*5=625（元）

•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变动的影响数=55*（20-25）*5=-1375（元）

• 材料单价变动的影响数=55*20*（6-5）=1100（元）

• H=625-1375+1100=350（元）



三、商品产品成本报表分析

•商品产品成本表的分析就是要揭示商品产品总成本计
划的完成情况，找出影响成本升降的因素，确定各个
因素对成本计划完成情况的影响程度，为进一步挖掘
降低成本的潜力，为寻求降低成本途径指明方向。

•商品产品成本表的分析主要包括商品产品成本计划完
成情况分析和可比产品成本分析。



（一）商品产品成本计划完成情况的
分析

• 商品产品成本计划完成情况分析，主要分析本期全部产品的实际总成本较计划总
成本的升降情况，分析和研究升降的原因，为进一步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和措施
提供线索。

• 可以从产品类别和成本项目两个方面进行。



1.按产品类别分析全部产品成本计划完成情况
•按产品类别分析全部产品成本计划完成情况，可以确
定全部产品的实际成本脱离计划成本的差异，查明产
生差异主要是由哪几种产品造成的，以便分别产品采
取措施，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

•（1）将全部产品的实际总成本与计划总成本进行对
比，确定实际总成本比计划总成本的成本降低额与成
本降低率。

•（2）按产品类别分析考核可比产品和不可比产品成
本计划完成情况，分别计算可比产品和不可比产品的
成本降低额和降低率。

•（3）按每种产品考核其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计算
每种产品的降低额和降低率。 



•例4：以广成制造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12月份的商
品产品成本报表资料，说明按产品类别分析全部产品
成本计划完成情况的方法。

•（1）将全部产品的实际成本与计划总成本进行对比，
确定实际总成本比计划总成本的成本降低额与成本降
低率。

•成本降低额=计划总成本—实际总成本
•  =∑【实际产量*（计划单位成本—实际单位成本）】
•           =31650-33100=-1450
•计划总成本=∑（各种产品实际产量*各该产品计划单
位成本）

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全部产品计划总成本*100%
•           =-4.58%



（2）按产品类别分析考核可比产品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分
别计算可比产品和不可比产品的成本降低率和降低额。

•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可比产品计划总成本-可比产品实
际总成本

• ＝26400-27800
• ＝-1400（元）
•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可比产品计

划成本×100%
•                   ＝-1400/26400×100%
•                   ＝-5.3%
• 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不可比产品计划总成本-不可比

产品实际总成本
• ＝5250+5300
• ＝-50（元）
• 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不可比

产品计划成本×100%
•                     ＝-50/5250×100%
•                     ＝-0.95%



• (3)按每种产品考核其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计算每种产品的降低额和降低率。 

• 计算结果见P183表7



2.按成本项目分析全部产品成本计划完成
情况

•这种分析是将全部商品产品的总成本按成本项目汇总，
以实际总成本的成本项目构成与计划总成本的成本项
目构成进行对比，确定每个成本项目的降低额和降低
率。



全部商品产品成本计划完成情况表（按成本项目）

成本项目

全部商品产品成本 降低指标

计划 实际 降低额 降低率

直接材料 21300 24000 -2700 -12.68%

直接人工 6200 5360 840 13.55%

制造费用 4150 3740 410 9.88%

生产成本 31650 33100 -1450 -4.58%



（二）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完成情况的分析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是指本年度可比产品计划总
成本与按上年实际单位成本计算的产品总成本进行对
比所要求达到的降低额和降低率。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完成情况分析，就是将可比产
品的实际总成本比上年实际总成本的降低额和降低率
与成本计划中确定的降低额和降低率进行对比，以检
查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的完成情况，分析各项因素
的影响程度，提出改进措施。当实际的成本降低额和
降低率等于或大于后者，说明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
反之，则说明没有完成。



可比产品成本计划降低额和计划降低率、实际降低额
和实际降低率的计算公式：



可比产
品名称

计划
产量

单位成本 总成本 降低情况

上年 计划 上年 计划 降低额 降低率

甲 180 65 62 11700 11160 540 4.615%

乙 100 150 140 15000 14000 1000 6.667%

合计 28000 26400 200 5.768%





影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完成情况的因素：

可比产品的产量变动
• 可比产品总成本的降低任务是根据各种可比产品的计划产
量计算的，而可比产品的实际成本是按实际产量计算的，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可比产品产量的增减变动，就
会引起可比产品总成本的增减变动，从而影响成本降低额。 



●可比产品的品种结构变动（见P185）

• 产品品种结构对成本降低额、降低率均有影响。 



●可比产品单位成本变动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任务完成情况，是以上年实
际单位成本为基础进行分析计算的。



四、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报表的分析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分析包括的内容是 ：

• （一）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计划完成情况的分析
• 对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计划完成情况分析，要依据产品单位成本各项目的实际数与计划数，确定

其差异额和差额率以及各成本项目变动对单位成本计划的影响程度。



（二）影响主要产品单位成本变动的主要
因素分析
1.直接材料成本费用的分析
• 当企业生产的产品只耗用一种材料，或虽耗用几种材料，但
它们之间不存在配比关系时，对单位材料成本的变动情况，
可结合单位产品材料消耗量（简称单耗）和材料单价两个因
素的变动情况，运用因素分析法进行深入分析，其因素分解
公式为：

• 单位产品材料成本＝∑（单位产品材料消耗量×材料单价）
• 利用因素分解公式测定各因素的变动对单位材料成本的影响，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单耗变动对单位材料成本的影响＝∑〔（ 实际单耗－计划单
耗）×计划材料单价〕

• 单价变动对单位材料成本的影响＝∑〔实际单耗×（实际材料
单价－计划材料单价）〕 



2.直接人工费用的分析

（1）单一产品的人工成本的分析。
• 当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时，单位产品的人工成本，是用人工成本总额除以产品总量求

得的。

（2）多种产品的人工成本的分析
• 在多数企业中，生产的产品品种往往不是单一的，各产品的人工费用一般按生产工时

比例分配计入各种产品成本。因此，单位产品人工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单位产品的生产
工时和小时薪酬分配率这两个因素。 P190例9



3.制造费用的分析

•制造费用是为组织和管理生产所发生的费用，由部分
不能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的直接费用和生产车间开展生
产管理活动发生的间接费用。

•单位产品制造费用的分析方法，取决于车间生产的产
品品种的多少。 



（1）单一产品制造费用的分析



（2）多种产品制造费用的分析

企业生产多种产品，则单位产品的制造费用应按以下分解公式
进行因素分析：
单位产品制造费用＝单位产品生产工时×小时制造费用率
每个因素变动对单位制造费用的影响，可按以下公式测定：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分析
• 技术经济指标是指从各种生产资源利用情况和产品质量等方
面反映生产技术水平的各种指标的总称，不同企业由于生产
技术特点不同，用来考核的技术经济指标也各不相同。

• 企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完成的好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产品
成本。把成本分析深入到技术领域，一方面能克服技术人员
不问经济、财会人员不问技术的这种技术与经济的脱离现象，
另一方面也能具体查明影响成本升降的各种生产技术因素，
促使企业技术部门进行技术攻关，改进不合理工艺及操作技
术，从而解决降低成本的根本问题。

• 对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分析，主要是从产品数量与质量的变化
角度，对与产品成本有关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变动情况进行
分析，以便从生产、技术领域查明产品成本升降的内在原因，
寻找用改善技术经济指标来降低产品成本的途径

• 目的：提高成本管理水平。



五、制造费用明细表分析
•制造费用明细表的分析主要采用对比分析法。就是通
过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来揭示实际数与基数之间的差
异，借以了解经济活动的成绩和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

•在采用对比分析法进行分析时，通常先将本月实际数
与上年同期实际数进行对比，揭示本月实际与上年同
期实际之间的增减变化。

•各项制造费用的性质和用途不同，评价各项费用超支
或节约时应该联系费用的性质和用途进行具体分析，
不能简单地将一切超支都看成是不合理和不利的，也
不能简单地将一切节约都看成是合理和有利的。

•此外，在分项目进行制造费用分析时，还应特别注意
“在产品盘亏和毁损”以及“停工损失”等非生产性
的损失项目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