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本理论在定额制定中的运用
  在嵌地质工作成本定领时，往往只注重成本项目，如地质填

                                                                                                                                                                                                                                                  ．

图成本定额模式一般为每平方公里又‘元， 以下再姆成本项目分
列；化学分析每个指数X元，、各成本项目分别为多少元等。经过分
析研究认为，这种定额模式是不科学的， 因为它忽视了固定成本与

可变成本的尽别而将二考卿等才撇
  成本理论认为，成本按裸绪介量（或业务量）的关系，可分为

                                                                                  气

固定成本和变动成禾一，其中固定成本的发生和产量无关，而是在一
定时期内保持，固定金额； 变动成本则是随产量的增减而增减，而

                                                  ，                                                气‘

且成IA比例变化。 总成本的方程式为Y=a十bx其中：
    Y表示总成本，
   a表示固定成本，为常数，   、

                                                                                                                                              ．

    b表示变动成本的变动率，
、x表示产量或工作量。  “一
其图形为不经过原点的一条直线（见图一）， 而在以前的成本定额

电是把成本的全部都视为可变的：＿其定颇总成胡式子表示为：
Y = AX其中：

Y表示定额』弥成本，

A表示单位成本定额，
X表示产量。

其图形与前述Y二a+ bx的图形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见m二），
它是一条经过原点、倾OT程度甚于Y='a+bx的直线。两直线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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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点m， 当产量小于m时，其实际总成本大于1*额总成本，完成成
本定额就很困难； 当产量大于m时，定额总成本大于实际总成本，
完成成本定额较易。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单纯的单位成本



定额，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运用：一、生产量均衡、稳定于m点
附近；二、单位成本中固定成本所占比例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关于生产量均衡问题， 由于地质工作的探索性较强，故无论是
地质填图，还是钻、坑探，化脸等年工作量都不可能十分稳定；关

于固定成本所占比例问题，、由于地质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专用

机器设备较多，其折旧费必然构成固定成本的一部分，人头费中的

很多项目也是构成固定成本的组分，如此等等，这就使得地质工作

成本中固定成本不是很少，而是很多。 因此我们认为，在制定地质
工作成本定额时，应将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区别开。

  1988k-初，我们在修订定额的过程中收集到如下一组资料（见
表一），从中可以看出， 三年来我队化验室化学分析组工作量相差
                    化学分析组近三年材料成本资料衰            表一

年   度 工作量
（指数）

材料成本
  （元）

单位材料成本
（元／指数） 备  注

10632 6 1 0 4 . 6 1

2 0 7 1 5

    我队化验室未实
行假退料制度，故该

表为帐面资料调整后

之数字。

1 0 9 6 4 . 7 ]

4 0 9 2 4 1 6 7 3 4 . 0 9

合计 7257 1 3 3 8 0 3 . 7 ] （平均）0.47

悬殊，单位材料成本也相差很大。对上述资料我们曾试以平均法、

加权平均法求单位成本定额指标，但所得结果均不具说服力， 因此
不得不寻求另外的途径。通过分析发现，年材料总成本与年工作量存

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从绘制的散点图（图三）可以看到各点呈一直

线分布。该直线不经过原点而截于Y轴正方向。 由上说明，当年工
作量为零时，年材料成本不为零，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结合我队
生产管理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材料成本中，有一部分费用不随

工作量的一增减而增减，如设备仪器维护保养材料、职工学习用材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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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照明用电等等，这些费用属固定材料成本，不随化学分析指数的多

少而变化。

    下面来确定年固定材料成本、单位变动材料成本的数量。设年

材料总成本（Y、为年工作量（X）的函数Y=a十bx，其中a为年

固定材料成本，b为单位工作量变动材料成本。用最小二乘法求a,
b，列表计算（见表二）。
衰二

材料总成本
     Y x

x 2 X ,  y

6 1 0 4 . 9 1 1 0 9 3 2 {  119, 508
1  429, 111
｝1, 674,7

6 2 4

1 0 6 6 4 . 7 1 2 0 7 1 5 2 2 5

66, 738, ?76

227,  133,  968

1 6 7 3 4 . 0 9 4 0 9 2 4 684,  825,

E 33803. 71 7 2 5 7 ] 2,  223, 393, 625 987,  698

8 9 9

7 4 3

得方程组：

( 3a+72571b=33803.71
嘴
t72571a + 2223393625b二978698743

解方程得：

(a=2945
谧
1b=0.3441



由这一计算可知， 三年来我队化验室化学分析组，每测试完成一个
化学分析指数约需0.34元的可变材料成本，但每年还需2900元、 与
工作量无直接关系的固定材料成本。这一组数据的可信程度，我们

可从实际中考查。

    三年来，我队化验室化学分析组虽然工作量悬殊，但人员相对
稳定，1985-1987三年分别为8,  9、   7人，仪器设备亦无大的变
动， 因此每年用于办公用品、学习业务用材料等与人员直接有关的

材料成本约200-300元；工作用水电费本来与工作量有较密切的关

系，但因我队条件限制，没有进行严密的计量工作，而是按比例分

摊， 由此每年千元左右的水电费其性质就更接近固定成本， 另外再

加上设备仪器维护费用、合理的药品挥发损耗等，其数额与以上所

计算的2 900元则十分吻合。
    据上述情况，我们这次修订定额时，将化学分析材料成本定额
分为两个指标：一是单位工作量变动成本定额，二是组年固定成本

定额，二者分别为0.34元和2 800元（见表三）。这样既提高了定额
的准确性，又增强了定额的说服力，使广大职工乐意接受新定额并

为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而努力。
                          化验及加工试验材料成本定额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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