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为初级会计职称考试中《初级会计实务》第七章管理会计基础中的常考知识点，搭配习题对知

识点进行理解，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快学起来吧！ 

加入 233 网校 qq 学习群：524677736，一起备考学习吧~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材料、燃料、动力、职工薪酬的分配 

知识考点： 

1.材料、燃料、动力的分配标准：可用产品质量或体积、耗用的原材料、生产工时或机器工时等作

为分配标准。 

职工薪酬的分配标准：生产工时等。 

2.材料、燃料、动力的分配率=材料、燃料、动力消耗总额/分配标准 

材料、燃料、动力的分配额=某产品所耗标准×分配率 

3.生产工资费用分配率=各种产品生产工资总额/各种产品生产工时之和 

某种产品应分配的生产工资=该种产品生产工时×生产工资费用分配率 

4.如果取得各种产品的实际生产工时数据比较困难，而各种产品的单件工时定额比较准确，也可按

产品的定额工时比例分配职工薪酬，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某种产品耗用的定额工时=该种产品投产量×单位产品工时定额 

生产工资费用分配率=各种产品生产工资总额/各种产品定额工时之和 

某种产品应分配的生产工资=该种产品定额工时×生产工资费用分配率 

配套习题： 

【单选题】某企业生产甲、乙两种产品，2018 年 12 月共发生生产工人工资 70 000 元，福利费 10 
000 元。上述人工费按生产工时比例在甲、乙产品间分配，其中甲产品的生产工时为 1 200 小时，乙

产品的生产工时为 800 小时。该企业生产甲产品应分配的人工费为(　　)元。 

A.28 000 

B.32 000 

C.42 000 



D.48 000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该企业生产甲产品应分配的人工费=1 200×80 000/(1 200+800)=48 000(元)。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 

知识考点： 

1.直接分配法的特点是将辅助生产费用直接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不考虑各辅助生产

车间之间相互提供劳务或产品的情况。 

辅助生产的单位成本=辅助生产费用总额/辅助生产对外供应劳务总量 

2.交互分配法，是进行两次分配，先在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一次交互分配，然后将各辅助生产

车间交互分配后的实际费用，对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受益单位进行分配。 

对内交互分配率=辅助生产费用总额/辅助生产提供的劳务总量 

对外分配率=(交互分配前的成本费用+交互分配转入的成本费用-交互分配转出的成本费用)/对辅助生

产车间以外的其他部门提供的产品或劳务总量 

3.计划成本分配法的特点是辅助生产车间生产的产品或劳务按照计划单位成本计算、分配。 

各受益单位应负担的辅助生产成本=该受益单位劳务耗用量×计划单位成本成本差异=实际成本-按计

划分配率分配转出的费用 

4.顺序分配法特点是按辅助生产车间受益多少的顺序分配费用，受益少的先分配，受益多的后分

配，先分配的辅助生产车间不负担后分配的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 

5.代数分配法特点是先根据解联立方程的原理，计算辅助生产劳务或产品的单位成本，然后根据各

受益单位耗用的数量和单位成本分配辅助生产费用。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制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知识考点： 

1.制造费用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包括物料消耗，车间管理人员

的薪酬，车间管理用房屋和设备的折旧费、租赁费和保险费，车间管理用具摊销，车间管理的照明

费、水费、取暖费、劳动保护费、设计制图费、试验检验数、差旅费、办公费以及季节性及修理期

间停工损失等。 



2.制造费用常用计算公式： 

制造费用分配率=制造费用总额÷各种产品实际(定额、机器)工时之和; 

某产品应负担的制造费用=该种产品实际(定额、机器)工时数×分配率 

3.制造费用分配计入产品成本的方法常用的有： 

生产工时比例法：由于生产工时是分配间接费用的常用标准之一，因此，此分配方法较为常见。 

机器工时比例法：适用于产品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的车间。 

生产工人工资比例分配法：适用于各种产品生产机械化程度相差不多的企业，如果生产工人工资是

按生产工时的比例分配，该方法实际上等同于生产工人工时比例法。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特别适用于季节性生产企业。 

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一经确定，不应随意变更。无论采用哪种分配方法，都应根据制造费用分配表

进行制造费用分配的总分类核算和明细核算。相关会计分录： 

借：生产成本 

贷：制造费用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是按照年度开始前确定的全年度适用的计划分配率分配费用的方法，分配

率的计算公式的分母按定额工时计算，年度内如果发生全年的制造费用实际数与计划数差别较大，

应及时调整计划分配率。 

配套习题： 

【单选题】某企业的制造费用采用生产工人工时比例法进行分配。该企业当月生产甲、乙两种产

品，共发生制造费用 50 000 元。当月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共耗用 20 000 工时，其中，甲产品耗用

16 000 工时，乙产品耗用 4 000 工时。则甲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为(　　)元。 

A.30 000 

B.20 000 

C.16 000 

D.40 000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制造费用分配率=50 000÷20 000=2.5(元/工时);甲产品制造费用的分配额=16 000×2.5=40 
000(元)。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 

知识考点： 

1.废品损失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和入库后发现的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以及可修复废品的

修复费用，扣除回收的废品残料价值和应收赔款以后的损失。为单独核算废品损失，应增设“废品损

失”科目，在成本项目中增设“废品损失”项目。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相应费用等体现在“基
本生产成本”、“原材料”等科目中。辅助生产一般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 

不可修复废品损失的生产成本，可按废品所耗实际费用计算，也可按废品所耗定额费用计算。 

可修复废品返修以前发生的生产费用，不是废品损失，不需要计算其生产成本，而应留在“基本生产

成本”科目和所属有关产品成本明细账中，不需要转出。返修发生的各种费用扣除回收的残料价值和

应收的赔款后的净额，从废品损失的贷方转入“基本生产成本”科目的借方。 

2.停工损失是指生产车间或车间内某个班组在停工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停工期间发生的原材

料费用、人工费用和制造费用等。应由过失单位或保险公司负担的赔款，应从停工损失中扣除。 

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企业，应在成本项目中增设“停工损失”项目。停工损失科目借方归集停工期间

内发生应列作停工损失的费用，贷方反映应由过失单位或过失人员或保险公司负担的赔款，期末，

将停工净损失从该科目贷方转出，属于自然灾害部分转入“营业外支出”科目的借方;应由本月产品成

本负担的部分，则转入“基本生产成本”科目的借方，月末本科目无余额。 

不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企业中，不设立“停工损失”科目，直接反映在“制造费用”和“营业外支出”等科

目中。辅助生产一般不单独核算停工损失。 

配套习题： 

【单选题】某企业的制造费用采用生产工人工时比例法进行分配。该企业当月生产甲、乙两种产

品，共发生制造费用 50 000 元。当月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共耗用 20 000 工时，其中，甲产品耗用

16 000 工时，乙产品耗用 4 000 工时。则甲产品应分配的制造费用为(　　)元。 

A.30 000 

B.20 000 

C.16 000 

D.40 000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制造费用分配率=50 000÷20 000=2.5(元/工时);甲产品制造费用的分配额=16 000×2.5=40 
000(元)。 

【单选题】某公司因持续暴雨导致停工损失 5 天，停工期间发生的原材料损耗 7 000 元，应分摊的

人工费用 3 000 元，应分摊的水电费 500 元，该停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偿 2 000 元，假定不考虑其

他因素，下列关于停工损失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2014 年) 

A.净停工损失 8 500，计入营业外支出 

B.净停工损失 8 500，计入基本生产成本 

C.净停工损失 10 500，计入营业外支出 

D.净停工损失 10 500，计入基本生产成本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净停工损失=7 000+3 000+500-2 000=8 500(元)，由于是持续暴雨导致停工损失，属于自然

灾害导致的，计入营业外支出科目中。 

以下为初级会计职称考试中《初级会计实务》第七章管理会计基础中的常考知识点——完工与在产

品之间的分配，搭配习题对知识点进行理解，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快学起来吧!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完工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知识考点： 

月末如果既有完工产品又有在产品，产品成本明细账中归集的月初在产品生产成本与本月发生的成

本之和，则应当在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之间采用适当的分配方法进行分配，以计算完工产品和月

末在产品的成本。 

常见的分配方法有： 

1.不计算在产品成本法 

产品每月发生的成本，全部由完工产品负担，其每月发生的成本之和即为每月完工产品成本。这种

方法适用于各月末在产品数量很小的产品。 

2.在产品按固定成本计算法 



各月末在产品的成本固定不变，某种产品本月发生的生产成本就是本月完工产品的成本。这种方法

适用于产品数量较多，但各月变化不大的产品或月末在产品数量很小的产品。 

3.在产品按所耗直接材料成本计价法 

月末在产品只计算其所耗直接材料成本，其他费用由完工产品负担。这种方法适用于各月月末在产

品数量较多、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化也较大，直接材料成本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且材料在生产

开始时一次就全部投入的产品。 

4.约当产量比例法 

将月末在产品数量按其完工程度折算为相当于完工产品的产量，然后将产品应负担的全部成本按照

完工产量与月末在产品约当产量的比例分配计算完工产品成本和月末在产品成本。这种方法适用于

月末在产品数量较多，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化也较大，且生产成本中直接材料成本和直接人工等加工

成本的比重相差不大的产品。 

5.在产品按定额成本计价法 

采用在产品按定额成本计价法，月末在产品成本按定额成本计算。这种方法是事先经过调查研究、

技术测定或按定额资料，对各个加工阶段上的在产品直接确定一个单位定额成本。 

这种方法适用于各项消耗定额或成本定额比较准确、稳定，而且各月末在产品数量变化不是很大的

产品。 

6.定额比例法 

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之间按照两者的定额消耗量或定额成本比例分配。这种方

法适用于各项消耗定额或成本定额比较准确、稳定，但各月末在产品数量变动较大的产品。 

配套习题： 

【单选题】甲产品经过一道工序即可加工完成，采用约当产量比例法将直接人工成本在完工产品和

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甲产品月初在产品和本月发生的直接人工成本总计 23 000 元。本月完工

产品 200 件;月末在产品 60 件，直接人工在产品完工程度按 50%核算。月末在产品的直接人工成本

为(　　)元。 

A.2 400 

B.3 000 

C.6 000 

D.20 000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在产品的约当产量=60×50%=30(件);单位成本=23 000/(200+30)=100 元/件;月末在产品成本

=30×100=3 000(元)。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管理会计概念与体系 

知识考点： 

1.管理会计概念 

管理会计是会计的重要分支，主要服务于单位(包括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下同)内部管理需要，是通

过利用相关信息，有机融合财务与业务活动，在单位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的管理活动。 

2.管理会计指引体系 

管理会计指引体系是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可操作性的系列标准。 

单位应用管理会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战略导向原则。(2)融合性原则。(3)适应性原则。(4)成本效益原则。 

单位应用管理会计，应包括应用环境、管理会计活动、工具方法、信息与报告四项管理会计要素。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货币时间价值 

知识考点： 

货币时间价值，是指一定量货币在不同时点上的价值量差额。 

终值又称将来值，是现在一定量的货币折算到未来某一时点所对应的金额。 

现值，是指未来某一时点上一定量的货币折算到现在所对应的金额。 

1.复利的终值和现值 

复利终值：F=P×(1+i)n=P×(F/P，i，n) 

复利现值：P=F×(1+i)-n=F×(P/F，i，n) 

2.年金 



年金是指间隔期相等的系列等额收付款。年金包括普通年金(后付年金)、预付年金(先付年金)、递延

年金、永续年金等形式。 

3.年金终值的计算方法年金终值的计算方法 

年金终值计算方法普通年金终值 FA=A×1+in-1i=A×(F/A，i，n) 

预付年金终值 FA=A×(F/A，i，n)×(1+i)=A×[(F/A，i，n+1)-1] 

递延年金终值与普通年金的终值计算一样 

4.年金现值的计算方法 

年金现值计算方法普通年金现值 PA=A×1-1+i-ni=A×(P/A，i，n) 

预付年金现值 PA=A×(P/A，i，n)×(1+i)=A×[(P/A，i，n-1)+1] 

永续年金现值 PA=A/i 

配套习题： 

张先生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商品房一套，每年年初付款 15 000 元，分 10 年付清。若银行存款年

利率为 6%，则该项分期付款相当于一次现金支付的购买价是多少元? 已知(P/A，6%，9) =6.8017; 
(P/A，6%，10) =7.3601。 

参考答案：117 025.50 元 

参考解析：P=A× [(P/A，i，n-1) +1]=15 000× [(P/A，6%，10-1) +1]=15 000×(6.8017+1) =117 025.50 (元)
或：P=A×(P/A，6%，10)×(1+ 6%)= 15 000×7.3601×1.06= 117 025.59(元)。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产品成本计算之品种法 

知识考点： 

1.品种法是指以产品品种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归集和分配生产成本，计算产品成本的一种方法。适

用于单步骤、大量生产的企业，如发电、供水、采掘等企业。 

2.品种法计算成本的主要特点： 

(1)成本核算对象是产品品种; 

(2)品种法下一般定期(每月月末)计算产品成本; 

(3)如果企业月末有在产品，要将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3.品种法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 

(1)按产品品种设立成本明细账，根据各项费用的原始凭证及相关资料编制有关记账凭证并登记有关

明细账，并编制各种费用分配表分配各种要素费用; 

(2)根据上述各种费用分配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登记辅助生产明细账、基本生产明细账、制造费用明

细账等; 

(3)根据辅助生产明细账编制辅助生产成本分配表，分配辅助生产成本; 

(4)根据制造费用明细账编制制造费用分配表，在各种产品之间分配制造费用，并据以登记基本生产

成本明细账; 

(5)根据各产品基本生产明细账编制产品成品计算单，分配完工产品成本和在产品成本; 

(6)编制产成品的成本汇总表，结转产成品成本。 

配套习题： 

【单选题】下列关于品种法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适用于大量大批多步骤生产的企业 

B.一般定期(每月月末)计算产品成本 

C.采掘企业适用于该方法 

D.如果只生产一种产品，则不需要在成本计算对象之间分配间接费用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品种法下，一般定期(每月月末)计算产品成本。它适用于单步骤、大量生产的企业，或者

生产按流水线组织的，管理上不要求按照生产步骤计算产品成本的多步骤生产。如果企业只生产一

种产品，全部生产费用都是直接费用，可直接计入该产品成本明细账的有关成本项目中，不存在在

各成本计算对象之间分配间接费用的问题。主要的企业的有：发电、供水、采掘等企业。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关于品种法的表述正确的有(　　)。 

A.广泛适用于单步骤、大量大批生产的企业 

B.广泛适用于单件小批生产的企业 

C.定期计算产品成本 



D.成本核算对象是产品品种 

参考答案：ACD 

参考解析：品种法适用于单步骤、大量生产的企业，如发电、供水、采掘等企业。品种法的特点：

一是成本核算对象是产品品种，二是品种法下一般定期(每月月末)计算产品成本，三是月末一般不存

在在产品。 

初级会计实务常考知识点：产品成本计算之分步法 

知识考点： 

1.分批法是指按照生产过程中各个加工步骤(分品种)为成本核算对象，归集和分配生产成本，计算各

步骤半成品成本和最后产成品成本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大量大批的多步骤生产，如冶金、

纺织、机械制造等。 

2.分步法计算成本的主要特点： 

(1)成本核算对象是各种产品的生产步骤; 

(2)月末为计算完工产品成本，还需要将归集在生产成本明细账中的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

间进行分配; 

(3)除了按品种计算和结转产品成本外，还需要计算和结转产品的各步骤成本。 

3.分步法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 

(1)逐步结转分步法 

按照产品加工的顺序，逐步计算并结转半成品成本，直到最后加工步骤才能计算产成品成本。按照

成本在下一步骤成本计算单中的反映方式，逐步结转分步法分为综合结转和分项结转两种方法。 

(2)平行结转分步法 

在计算各步骤成本时，不计算各步骤所产半成品成本，也不计算各步骤所耗上一步骤的半成品成

本，而只计算本步骤发生的各项其他成本，以及这些成本中应计入产成品的份额，将相同产品的各

步骤成本明细账中的这些份额平行结转、汇总，即可计算出该种产品的产成品成本。 

配套习题： 

【单选题】下列关于逐步结转分步法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能够提供各个生产步骤的半成品成本资料 



B.为各生产步骤的在产品实物管理及资金管理提供资料 

C.能够全面地反映各生产步骤的资产耗费水平 

D.不必逐步结转半成品成本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分步法，是指按照生产过程中各个加工步骤(分品种)为成本核算对象，归集和分配生产成

本，计算各步骤半成品和最后产成品成本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大量大批的多步骤生产，如

冶金、纺织、机械制造等。选项 D 发电企业适用品种法核算。 

【单选题】在计算各步骤成本时，不计算各步骤所产半成品的成本，也不计算各步骤所耗上一步骤

的半成品成本，只计算本步骤发生的各项其他成本，以及这些成本中应计入产成品的份额，则该种

成本计算方法是(　　)。 

A.平行结转分步法 

B.逐步结转分步法 

C.逐步分项结转法 

D.逐步综合结转法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平行结转不需要成本还原。 

扫一扫，下载更多备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