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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低成本、可持续”装备发展背景下，军工企业合理分摊间接费用，对于成本控制和战略

决策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现有间接成本分摊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基于此提出军工企业选择间

接成本分摊方式需考虑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本文提出了多维的间接成本分摊框架，旨在精准反映资

源消耗，优化军工企业传统间接成本分摊方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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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cost and sustainable" equipment development，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indirect costs by military enterprises is crucial for cost control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 of the existing indirect cost allocation method，and proposes the 

key factors of choosing the indirect cost allocation method. Further，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indirect cost allocation framework，aiming to accurately reflect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optimiz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indirect cost allocation methods in military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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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在当前装备“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军工企业

必须主动持续不断优化成本结构。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可以从

多角度入手，但首要的是厘清产品成本发生链路，才能在降成

本的过程中有的放矢、有所突破。 

军工企业的日常生产运营中，包含材料费、专用费、外协

费、事务费等可以直接归属于特定项目的直接成本。对于直接

成本，企业能够通过优化产品设计，如减少设计冗余和集成化

设计等方式，有效降低科研生产中对材料费、专用费和外协费

的耗用；同时，企业能够通过合理规划协调项目进展、安排试

验差旅周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事务费的发生。 

此外企业科研生产中的成本发生还包含一些不易直接归

属于特定项目的间接费用，这些费用在成本核算八大项中以工

资费及劳务费、燃料动力费、管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的科目

出现。间接成本虽然可以通过优化工艺设计等方式降低，但其

降低效果能否在项目成本账中取决于企业的间接成本分摊方

式。合理分摊间接成本对于精确计算项目成本、评估项目经济

效益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间接成本分摊方法的重要性 

军工企业选择恰当的间接成本分摊方式至关重要，其意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合理分摊间接成本能够确保成本分配的精确性，真

实反映产品或服务对企业资源的消耗，从而优化成本管控。 

第二，合理分摊间接成本有助于装备的定价议价决策，当

前军品定价议价主要在成本加成比例法的基础上进行，间接成

本是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晰准确的间接成本分摊能为装

备定价议价提供有效参考。 

第三，合理分摊间接成本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了解不同项

目对间接成本的影响，可以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降低浪费。 

第四，合理分摊间接成本有助于军工企业增强竞争力，通

过准确的间接成本分摊，企业能更准确地衡量自身的成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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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定位成本节约的方向，从而在“低成本、可持续”的行业

背景下中保持竞争力。 

3.传统间接成本分摊方法分析 

军工企业普遍采用的间接成本分摊方法包括工时比例法、

产值比例法、直接材料比例法以及直接成本比例法，本节将针

对这些分摊方法展开介绍和分析。 

3.1 工时比例法 

工时比例法是将间接费用按照直接人工小时数进行分摊。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人力成本在不同项目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的情况，通过工时体现出项目中对人力成本的耗用。工时

比例法下，项目间接成本表达工时如下： 

ݕ ൌ ܽ כ ܾ/ܿ  
其中， 

y：某项目应分摊的间接成本； 

a：对应会计期间企业需分摊的间接成本； 

b：该项目的标准工时； 

c：对应会计期间企业的任务总工时。 

工时比例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当企业使用标准工

时进行管理时，需要建立准确的工时记录系统，否则工时无法

真实反映产品对企业资源的消耗水平。其次，当企业业务范围

覆盖科研项目和生产项目时，采用标准工时进行分配忽视了科

研人员和生产人员的工资水平差异。 

3.2 产值比例法 

产值比例法是一种根据各个项目或部门的产值来分配间

接费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按照各项目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来进

行费用的分摊。产值比例法的优点在于产值可以反映出产品的

市场价值，从而使得产品间接成本分摊与市场对其价值判断相

统一。产值比例法下，项目间接成本表达工时如下： 

ݕ ൌ ܽ כ ݁/݂  
其中， 

y：某项目应分摊的间接成本； 

a：对应会计期间企业需分摊的间接成本； 

e：该项目产值； 

c：对应会计期间企业的总产值。 

产值比例法的局限性在于需要在清晰可计量的产值基础

上才能实现分摊。实践过程中，因军品定价的特殊规则，部分

产品价格在生产交付之后才能确定，采用产值比例法对产品成

本进行分摊可能造成大量的以前年度会计调整工作。 

3.3 直接材料比例法 

间接费用分摊的直接材料比例法是一种将间接费用根据

各个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比例进行分配的方法。直接材料比例

法认为，产品生产中消耗的直接材料越多，相应的间接费用也

应该越多，因此，可以根据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来分摊这些间

接费用。直接材料比例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根据产品的实际材

料消耗来分配间接费用，直接材料数据客观且容易获取和计

量，以此确保分配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材料比例法下，项目

间接成本表达工时如下： 

ݕ ൌ ܽ כ ݆/݄  
其中， 

y：某项目应分摊的间接成本； 

a：对应会计期间企业需分摊的间接成本； 

j：该项目直接材料； 

h：对应会计期间企业投入的全部直接材料。 

直接材料比例法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不同项目之间人力

和设备耗用的差异。实践中，往往产品重量、体积更小的产品

需要更为精细的加工，相应的耗用人力资源较更多，需要使用

更为高精尖的加工设备，相应支出的工资及劳务费、发生的固

定资产折旧均会更高，简单粗暴地采取直接材料比例法容易造

成间接成本账面与消耗的错配。 

3.4 直接成本比例法 

直接成本比例法是一种将间接费用按照各成本对象的直

接成本比例进行分配的方法。这种分摊方式在直接材料比例法

的基础上将专用费和事务费纳入分摊的依据，有助于更准确地

反映各个产品或服务对间接资源的实际消耗。直接成本比例法

下，项目间接成本表达工时如下： 

ݕ ൌ ܽ כ ݅/݃ 

其中， 

y：某项目应分摊的间接成本； 

a：对应会计期间企业需分摊的间接成本； 

i：该项目直接成本； 

g：对应会计期间企业投入的全部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比例法分摊的局限性是成本中不能体现出人力

资源在产品中的价值，当项目交付物为软件产品研发时，项目

涉及到的直接成本微乎其微，进而成本账中难以分摊到与软件

研制相匹配的工资费及劳务费。 

4.如何选择间接成本分摊方法 

综合前述分析，可见各种间接成本分摊方式均有其固有局

限。因此，企业在选取分摊方式时，必须深入考量自身的业务

特性和运营需求。具体来说，企业应当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动因

和成本效益原则，探索最适合自身的分摊方式。 

4.1 成本动因分析 

企业在选择间接费用分摊方式时，首先应当分析产品成本

动因。这是因为成本动因是影响成本发生和变动的直接因素，

识别和分析这些动因，企业能够更准确地将间接费用分配到各

个产品或服务上，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例如，

自动化生产线适宜用机器工时或直接材料分摊间接成本，而手

工产线则应以人工工时分摊。 

在进行成本动因分析时，企业可以考虑生产量、材料消耗、

产品复杂度、市场需求等躲过方面，通过这些分析，企业可以

选择最适合自身情况的分摊方法，如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

顺序分配法、按生产工人工资或工时分摊、按材料消耗量或成

本分配、按直接成本比例分配等。 

综上，企业选择的分摊方法应当能够合理反映成本动因，

这不仅有利于账面成本与实际资源耗用相统一，而且便于企业

成本管控。 

4.2 成本效益分析 

在选择分摊方式时，还应考虑分摊方法的实施带来的效益

是否能覆盖分摊方法的建立和使用成本。 

实施成本包括了为分摊间接费用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时

间等资源，以及可能涉及的软件工具或咨询费用。而分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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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效益则体现在提高成本信息的准确性、优化资源配置、

增强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如果分摊方法过于复杂，在没有信

息化工具的情况下，会导致实施成本过高，甚至流于形式，难

以为企业带来效益。 

例如，当企业采用高度精细化的分摊方法，如按工时比例

法，虽然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各个项目的实际成本，但若人工跟

踪记录工时，则会提升管理成本。但是，如果采用简单的平均

法，虽然实施成本低，但会导致成本信息的失真，影响决策的

有效性。 

因此，企业在选择分摊方式时，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评

估不同分摊方法的实施成本与潜在效益，选择那些既能提供足

够准确的成本信息，又不会过度消耗资源的方法。同时企业也

应当善用管理会计工具，优化管理信息系统，通过提升信息化

水平降低获取准确数据的成本。 

5.间接成本分摊方式的优化思考 

综合考虑成本动因和成本效益，间接费用分摊可在传统分

摊方式下进一步优化。当前大多数军工企业已建立起与其生产

模式相适配的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如 ERP 系统、打卡考勤系统

等。在此背景下，军工企业有条件借助信息化工具优化间接成

本分摊方式。 

5.1 间接成本分摊方式优化的目标 

间接成本分摊优化的最终目标是间接成本能够和产品生

产完全适配。在此目标下，可以针对间接成本科目进行具体目

标设置如下： 

1.工资及劳务费能够尽可能体现产品或服务耗用的人力

资源； 

2.固定资产折旧费能够尽可能体现产品或服务对固定资

产的损耗； 

5.燃料动力费能够尽可能体现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耗用； 

3.管理费能够体现尽可能体现产品或服务的耗费的管理

资源； 

5.2 多维间接成本分摊模式的构想 

军工企业通常同时具有研发和生产双重属性，鉴于其承担

的军品业务涵盖研制和批产两大类，产品类型覆盖硬件、软件

以及软硬件集成产品，军工企业的间接费用分摊时应充分考虑

不同产品类型、服务类型之间人力成本、固定资产投入等间接

资源耗费的差异。 

基于上述目标，本文认可以将间接费用分摊按科目类型采

用不同的分摊方式。具体构想如下： 

对于工资及劳务费，可以依托企业的考勤系统建立标准工

时管理。在标准工时的基础上，考虑不同工种和岗级之间人力

成本的差异，将标准工时乘以一定的工资系数后计算出新的定

额工时。为便于理解，本文称其为“薪酬工时”。工资系数应

当基于不同工种、不同岗级的劳动报酬率设定。此时企业任务

总工时为全部薪酬工时之和，项目薪酬工时等于项目投入的薪

酬工时之和。 

对于固定资产折旧费，可采用传统工时比例法进行分摊，

分摊依据应当选为机器工时。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折旧主要是房

屋建筑物及生产设备的折旧，机器工时可以反映产品对设备的

消耗情况，对应分摊的折旧费更加贴近产品实际对固定资产折

旧的耗用。 

对于燃料动力费，本文认为燃料动力费通过机器设备运行

产生，因此事宜采用机器工时作为分摊标准进行分摊。 

对于管理费，因为管理费既有对人的管理，也有对机器

的管理，管理费的发生与科研生产各个环节相关，相较于工

资及劳务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难以找到具体项目分摊依

据。笔者倾向于将项目直接成本加上分摊后的工资及劳务

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和燃料动力费之和作为管理费分摊的依

据。主要考虑到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协调和监督组织的资源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时间等）来实现组织目标

的过程，用扣除管理费后的全成本作为分摊的依据能够有效

体现管理的本质。 

5.3 多维间接成本分摊模式的局限 

虽然上述多维间接成本分摊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军工企业

传统分摊模式下间接成本账面数与实际消耗错配的问题。但是

这种分摊方式依然具有局限性。 

首先是其对军工企业科研生产数据采集的准确性有较高

要求。该分摊模式需要企业能够准确记录人工工时数据和机器

工时数据。这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相较于传统

的分摊方式实施成本更高。 

其次是要求军工企业的财务、业务和人事能够高度结合。

按薪酬工时分摊工资及劳务费需要财务部门联合生产部门、人

事部门根据企业人员结构设计不同岗位的工资系数。 

此外多次分摊的计算处理较为复杂。整个分摊过程中采用

了三种分摊标准：人工工时、机器工时以及扣除管理费后的全

成本，计算量大且复杂，这无形中提高了对军工企业财务人员

的素质要求。 

6.结论与展望 

随着“低成本、可持续”理念的深化，军工企业在军品科

研生产中必须选择与自身生产组织模式和产品特征相适应的

间接成本分摊方式，以确保成本信息的精确性，提高决策的高

效性。本文在分析常见的几种间接成本分摊方式的基础上，提

出来了多维间接成本分摊的构想。未来随着管理会计工具的发

展，军工企业可不断探索和优化多维间接成本分摊方法，以提

高成本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生产决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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