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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生产决策中三种常用方
法的统一性及其应用

莫世 有

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本量利基本关系式
,

利用数学方法证明三种常用的生产决策方

法的统一性
,

并在此基础上闲明三种常用生产决策方法的使用条件
,

以弥补现行教科书

把这三种方法分离开来
,

只介绍每种方法的步骤
,

没有分析其使用条件的不足
。

关键词 决策方法 统一性 应用

产品生产决策是企业短期经营决策的重要 内容之一
,

其 目的是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
,

如何最合理
、

最有效
、

最充分地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
,

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

对确定型生产决策常用的方法有差量分析法 、 贡献利益分析法和本量利分析法
。

现

行管理会计教科书对这三种方法的讲述总是分离开来
,

而且往往只介绍每种方法的步骤
,

没有分析每种方法使用的条件
,

今没有阐述三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

初学者面对具体

的决策问题
,

往往不知道究竟选用哪一种方法为好
,

不便于初学者尽快掌握管理会计知

识
,

也不便于从事实际主作者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生产决策
。

本文拟对确定型生产决策常

用的三种方法的统一性及其应用作些粗浅的探讨
,

以供参考
。

一
、

三种生产决策方法的统一性

确定型产品生产决策通常是为了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生产什么产品
,

二是生产

多少数量的产品
,

三是如何组织和安排生产
。

常用的决策方法中
,

差量分析法是根据两

个备选方案的差量收入与差量成本的比较来确定哪一个方案较优
。

若差量收入大于差量

成本
,

则作为被减数的方案较优
,

若差量收入小于差量成本
,

则作为减数的方案较优 ,

贡献毛益分析法是通过对此备选方案所提供的贡献毛益总额 有专属固定成本的要扣除

专属固定成本 的大小来确定最优方案的一种决策分析方法
,

贡献毛益总额最大的方案

就是最优方案 , 而本量利分析法则是在产销量未确定的情况下
,

根据各个备选方案的成

本
、

业务量与利润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来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哪个方案较优的一种决策分

析方法 尽管三种方法的具体选优方式不同
,

但它们都是在假定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完全

处于 “

肯定
”

的状况下以及各备选方案的社会效益相同的条件下
,

通过
’

比较各备选方案

的经济效益来选出最优方案的
,

这就是三种方法的统一性
。

这种统一性可以通过下面的

利润计算公式得到证明
。

假设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有几个
,

各备选方案预计可实现的利

润可用下面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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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 一 , ,

⋯

式中
,

代表第 个方案的利润 , 代表第
,

个方案的产品单位售价 , ‘

代表第

个方案的产品单位变动成本 , 代表第 个方案的专属固定成本 , 代表各备选方案的共

同固定成本 , ‘

代表第 个方案的产品销售数量
。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
,

显然
,

备

选方案中利润最大的方案便是最优方案
。

为了叙述方便
,

下面以两个备选方案为例证 明

前述三种产品丰产决策方法是如何统一利用公式“ , 来进行决策的
,

即通过 比较各备选

方案预计可实现的利润来确定最优方案
。

、

差量分析法

设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两个 即
,

则根据公式 可得两个方案预计可实现的

利润分别为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式中
, 一 为第一个方案与第二个方案的收入之差 即差量收入 , ,

卜 为第一个方案与第二个方案的成本之差即差量成本
。

从 兀 , 式可以

看出 若差量收入大于差量成本
,

则 一 。即
,

第一个方案 被减数方案

较优 , 反之
,

若差量收入小于差量成本
,

则 , ,

即
,

第二个方案 减数方

案 较优
。

由此可见
,

差量分析法在形式上是通过 比较各备选方案的差量收入与差量成

本来选优的
,

而实质上是通过 比较各备选方案预计可实现的利润来选优的
。

、

贡献毛益分析法

由公式 可得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一

一 一 一

式中
, 。 , 二 一 ,

为第一个方案的贡献毛益总额
, 一 为第一个

方案的贡献毛益总额扣除专属 固定成本后的差额 , 二 一 为第二个方案的贡

献毛益总额
,

丈 一
为第二个方案的贡献毛益总额扣除专属固定成本后的差额

。

从
一 式可知 若

, 一 一 则
, 一 ,

即
,

第一个方案较优 , 若
一 。 一

则 一 ,

即
,

第二 个方案较优
。

所以
,

贡献毛益分

析法从形式上看是通过 比较各备选方案的贡献毛益总额 扣除专属固定成本 来选优
,

但实质上是通过 比较各备选方案预计可实现的利润来选优的
。

、

本量利分析法

在公式 中
,

假设
, ,

贬 。 ,

且各备选方案的产品单位售价及销售

数量都一样
,

即
, ,

但销售数量为变量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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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 一‘ 丈

设 。 , 二二

令
二 一 二 即 二 一 , ,

一

解得 。 一

—
一 一 即为两个方案的成本分界点

。

一

因为
、 、 ,

所以

当 时
, ,

即

推得 一 即
,

第一个方案较优 ,

当
“

时
, 二 ,

即
二

推得 一 。 即
二 ,

两个方案均可行 ,

当 时
,

即 二 、

推得 、一 ,

即么 二 ,

第二个方案较优
。

若
, 。 ,

如成 “ 则
,

幻 推得 , 一 即
,

第二个方案较优

若
、 二 , ,

则
, ,

推得 一 即
,

第一个方案较优

若
‘

幻 。公 。
一

,

则令
二 即

, , 二 十

「 、

几解得
一

沪二升‘一一 那么
、

一 一

》当 。时
, , 夕二

推得 二 ,

两个方案均可行 ,

》当。 兄 。
时

, ,

推得 第二个方案较优

》当
。
时

, ,

推得
,

第一个方案较优
。

由此可见 本量利分析法从形式上看
,

是利用各备选方案的成本
、

业务量与利润三

者之间的依存关系来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哪个方案较优
,

而实质上也是 比较不同情况下
,

各备选方案预计可实现的利润来选优的
。

从上述分析可知 尽管差量分析法
、

贡献毛益分析法和本量利分析法选优的具体方

式各异
,

但是三者实质上都是在假设各备选方案的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条件下
,

通过 比

较各备选方案预计可实现的利润来选优的
,

这就是三种方法的统一性
。

二
、

三种生产决策方法的应用

虽然差量分析法
、

贡献毛益分析法和本量利分析法本质上都是通过 比较各备选方案

预计可实现的利润来选优的
,

但在就某一具体间题进行决策时
,

并木是三种方法都可采

用
,

也就是说
,

三种方法在具体使用时是有条件的
,

首先三种方法都是建立在变动成本

计算法羞础之上的
,

其次是三种方法各自还应满足一定的具体条件
。

下面结合实例说明

这三种方法的具体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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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量分析法
。

采用差量分析法必须能够计算出备选方案的差量收入和差量成本

然后通过 比较差量收入与差量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最优方案
。

所以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均

可采用差量分析法进行决策 ,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收入和预计成本均能估算出来 ,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收入能计算出来
,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成本无法计算
,

‘

但其数额

相等 ,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成本均能确定
,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收入无法计算
,

但其

数额相同 甸 各备选方案均有部分收入或成本无法计算
,

但其数额相等
,

且各备选

方案除相同部分的收入或成本外
,

其他收入或成本均能计算出来
,

下面就第三种情况举

例说明
。

例 曙光机械厂每年需要 甲零件 个
。

若向市场购买
,

每个零件进货成本为

元
,

目前该厂金工车间有剩余生产能力可以 自制
,

经会计部门核算
,

每个零件的成本构

成如下

项项 目目 直接材、、 直接人工工 变动制造费用用 固定制造费用用 合计计

金金额额 厂厂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另外
,

金工车间为了 自制该项零件
,

每年还需要增加专属 固定成本 元
,

若金工车间

生产设备不用于 自制零件
,

可以出租给外厂使用
,

每月可得租金 元
,

要求为曙光机

械广作出零件是 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分析
。

本案例尽管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收入无法计算出来
,

但不管是 自制零件还是外购零件
,

都是用来生产该厂的产成品
,

即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收入总是相同的
,

而各备选方案的预

计成本能具体计算出来
,

所以可以使用差量分析法进行分析
。

差量收入 外购方案预计收入 一 自制方案预计收入

差量成本 外购方案预计成本 一 自制方案预计成本
一 又

一 元

注 为自制方案的机会成本

差量收入大于差量成本
,

所以外购方案较优
。

、

贡献毛益分析法
。

采用贡献毛益分析法
,

必须计算出各备选方案的预计贡献毛

益总额 有专属 固定成本的
,

还要确定专属固定成本 然后 比较各备选方案的贡献毛益

总额来确定最优方案
。

所以
,

只有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方可采用贡献毛益法 各

备选方案的预计总收入 能够确定 ,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变动成本总额能够确定 ,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专属固定成本能够确定
。

例 星火公司有 甲
、

乙两 个分厂均同时生产 人 产品
,

两厂的年设计生产能力均为

件
,

今年 甲
、

乙两分厂生产人产品的实际产销量
、

销量单价及有关成本资料列示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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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量 川

销售单价《

单位产品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总额《

件
口了,︸

星火公司计划年度要求各分厂仍按基期的实际数量生产人产品外
,

根据市场预测
,

准备再增产 产品 。件
,

若交甲厂生产
,

还需支付专属 固定成本 元 问此项增产

任务应交哪一个分厂生产

本案例显然同时满足前述的三个条件
,

所以可采用贡献毛益法进行决策
。

交甲厂生产的贡献毛益总额 扣除专属固定成本 一 十

又 一 又 一 元

交乙厂生产的贡献毛益总额 一 又 一 义

元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知
,

增产任务应交甲分厂生产较好
,

这样可以使星火公司计划年

度的贡献毛益总额多 元
。

这与比较两个方案给星火公司带来的利润总额进行选优
,

结果是一样的
,

一

计算结果

如下

交甲厂生产的利润总额

一 又 一 仔又 一 又 一 又 一

一

元

交乙厂生产的利润总额
一 一 一

一 义

元

显然
,

增产任务交 甲分厂生产可以使垦火公司计划年度的利润总领多 。元
。

本案例也满足差量分析法的使用条件
,

也可以采用差量分析法进行央策
,

其结论是

一样的
。

、

本量利分析法
。

在生产决策中
,

采用本量利分析法是在假设各备选方案的预计

收入相等
,

产品产销量未具体确定的条件下 利用本量利约依存关系 即总成本与产销

量的关系为线性关系 二
来确定各备选方案的成本分界点

,

得用成本分界点将
,

销量分成若干范围
,

然后在不同的产销量范围内
,

分别确定各该范由内的最优方案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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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该范围内
,

总成本最低的方案为该范围内的最优方案
。

所以采用本量利分析法
,

必须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收入相同 , 》各备选方案的产品产销

量未确定 , 》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总成本与产销量的关系为线性关系
。

例 长虹机器厂在生产某种型号的齿轮时
,

可用普通铣床进行加工
,

也可用数控

铣床加工
,

这两种铣床加工时所多的不同成本资料如下表

机床类型 每个齿轮加工费 变动成本 , ‘ 一次调整准备费用 固定成本 ’

赢
床

⋯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

万一一一一一

封神铁 庆

要求 依上述资料为长虹机器厂作出使用何种铣床的决策
。

在本案例 中
,

首先不管使用何种铣床
,

都是为了加工某种产品所需的零件
,

即两个

备选方案的预计收入是相同的 , 再是齿轮的生产数量没有确定 , 三是两个备选方案的总

成本与齿轮产量之间的关系都表示为如下线性关系

普一

数

普代表采用普通铣床加工的总成本 , 数代表采用数控铣床加工的总成本 , 代

表齿轮的需要数量
。

所以
,

可用采用本量利分析法进行决策
。

令 普 数
,

得

解得成本分界点 。
个 结论

一

若齿轮需要量 八 个时
,

△ 即 普 数两个方案均属可行 ,

摊 若齿轮需要量 。 个时
,

△ 即 普 数采用数控铣床较优 ,

若齿轮需要量‘ 个时
,

△ 即 普 数采用普通铣床较优
。

采用本量利分析法在各产销量范围内确定最优方案时
,

实际上是采用了差量分析法
,

因为各备选方案的预计收入相同
,

差量收入为零
,

所以
,

在各产销量范围内
,

总成本最

小的方案即为该范围内的最优方案
。

对于某一具体间题需作出决策时
,

有时可同时使用多种方法进行决策分析
,

采用哪

一种方法较好
,

确定的原则一是看所要决策的间题满足哪一种方法的使用条件
,

二是尽

量使用既能选出最优方案
,

又简便易行的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