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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量分析法在短期经营决策中的应用
赵静  李露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52）

管理会计作为现代会计学的一个分支，是会计信息系
统中的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决策分析是管理会
计中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指对企业未来经营管理活动
所面临的问题，有关人员通过对各种备选方案成本、利润
等方面的比较，最终确定出一个最佳的决策方案。企业的
经营决策按决策规划的时间长短可分为短期经营决策和长
期经营决策，其中短期经营决策是指企业对于工作期间在
一年内的某一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决策分析。

短期经营决策分析（Short-run Decision）基本的分
析方法涵盖以下四种：边际贡献分析方法、差量分析法、
相关成本分析法和成本平衡点分析法。差量分析法，是管
理会计学中进行短期经营决策分析的最常用的方法，它比
系统的分析方法更为简便。

一、差量分析法的概述
（一）差量分析法的基本理论
企业在进行决策分析时，本着充分掌握不同方案的相

关信息时，需要在诸多不同备选方案中选择能为企业创造
更大价值的最优方案。差量分析法则是通过比较备选决策
方案之间差量收益的一种方法，它根据比较两者之间的差
量收入和差量成本，以求出差量收益。即：差量收益=差
量收入-差量成本  差量收入是分析过程中两方案的收入
之差；差量成本是互相比较的两方案的成本之差。注意，
在求得差异过程中选择其中一个方案作为减数，另一方案
则做被减数。

（二）差量分析法遵守的原则
1、企业中已取得的收入和已消耗的成本，只有当它

们对预测未来收入和未来成本有影响时，才可以看做为有
关成本。

2、沉没成本即所谓的已经付出的不可收回的成本，
不会因任何的现实和未来的某些行为而发生改变，永远是
无关成本；只有差量收入和差量成本才与决策选择有关。

3、在进行方案计算时，只有在“差量收入”与“差
量成本”的差大于零时，此方案可以采用。

4、短期经营决策中，企业只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所
以在选择方案时应以利润最高的方案为最佳。

二、差量分析法的应用
（一）是否接受特殊订货的决策
特殊订货行为是指其订货价格低于产品的单位完全

成本。若用差量分析法来决策此问题，则两方案为互斥型
“接受”和“拒绝”。

1、特殊订货量超过企业生产能力范围
如果企业接受的追加订货量大于剩余生产能力时，此

行为必然会有碍于正常业务量的完成，则在使用决策分析
时，需将由于接受追加订货而导致损失的正常收入，作为
追加订货的机会成本。在企业剩余生产能力能够转移时，
转产所能产生的收益也被视为追加方案的机会成本。如果
追加订货需要增加专门的固定成本，则应将其作为追加订
货方案的专属成本。企业应考虑接受或拒绝时，用差量分

析法对比两者间的差量收益进行决策。
2、特殊订货量小于企业生产能力
在企业竞争极为严峻的情况之下，企业若要拥有更多

胜券，市场占有量无疑成为其关键因素之一。所以企业可
以利用剩余生产力完成追加订货的生产，此行为不会对企
业正常的生产能力产生影响。在企业剩余生产能力无法转
移时，接受追加订货不追加专属生产成本，只要订货的单
价大于该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时，就可以选择接受方案。
（见表1）

表1 差量分析表

接受 拒绝 差异额

相关收入 TR1=追加订货量*特殊价格
TR2=受影响的正常订

货量*正常销售价格
TR1-TR2

相关成本 TC1= SC1+ ZC1 TC2= SC2+ ZC2 TC1- TC2

生产成本

SC1=剩余生产力之内的订货量*

单位变动成本+受影响的正常订

货量*单位完全成本

SC2=影响到的正常订

货量*单位完全成本

专属成本
ZC1=追加订货所需承担的额外

成本
-

根据表2可得出结论，差量收益=（TR1-TR2）-
（TC1- TC2），如果最终的差量收益大于零，则应该接
受特殊；反之，则不能以牺牲正常订货为代价满足特殊订
货的需求。

（二）有关亏损产品停产或转产的决策
1、亏损产品是否停产的决策分析
亏损产品按性质分为两类：一、实亏产品即销售价格

低于该产品的变动总成本，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二、虚
亏产品即销售价格低于完全成本法下的单位产品总成本，
但是高于单位变动成本法下的产品总成本，此时企业尚可
获取一丝薄利。

针对于此决策要分析三种情况：⑴企业具有继续生产
亏损产品的能力，但该能力不可转移，只要产品的售价高
于单位变动成本。⑵在企业仍具有生产亏损产品的能力的
情况下，该生产能力可以转移，如果转产其他产品比该亏
损产品产生的贡献毛益大，则企业可把该生产能力用于转
生产其他产品；反之则应继续生产亏损产品。⑶ 企业不
具有该生产力的情况下，在考虑销售价格和变动成本时，
也需要考虑在增产的情况下，其所含的固定成本的多少。

例如：假设某企业同时生产A、B、C三种容量不同的
集装箱，C集装箱的单价为20元，单位变动成本为15元。
有关三种集装箱的损益情况如图表4-1所示：

表2 相关损益分析                       单位： 万元
A B C 合计

销售收入 8000 6000 4000 18000
变动成本 4200 5200 3000 12400
固定成本 2200 600 1120 3920
利润（亏损） 1600 200 （120） 1680

表2-1说明C集装箱亏损120万元，直观法看起来不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决策分析是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
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本文将简单介绍用差量分析法，针对企业在短期经营决策中的相关实例进行决策分析。同时阐
述了一些有关使用差量分析法时需注意的问题，希望有助于其理论的完善和应用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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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继续生产。但事实上C集装箱可以产生1000万元的边际
贡献，如果企业停产C集装箱会造成边际贡献的损失，
并且其固定成本也要由A、B两种集装箱分担。企业的利
润由原来（8000+6000）-（4200+5200-2200+600）变为
（8000+6000）-（4200+5200-2200-600-1120）此时严重
影响了企业的获利水平，所以企业不应停产C集装箱。

2、亏损产品是否转产的决策分析
经过市场调查并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生产能力，分析

企业转产其他型号产品是否可行。
以上述案例资料为例，假设该公司选择了停止生产C

种集装箱，转换生产了D种集装箱，D的销售收入为6000万
元，变动成本为4000万元。

表3 差量分析表                     单位： 万元   
继续生产亏损产品 转产D产品 相关差量

相关收入 4000 6000 2000
相关成本 3000 4000 1000
相关差量 - - 1000

从表2-2 中可以看出，企业生产D种集装箱的边际贡
献为2000元，C边际贡献为1000元。相比之下D产品比C产
品多获取1000元的边际利润。在不影响其他产品生产能力
的情况下，则 企业可以选择转产D种集装箱。

（三）新产品开发品种的决策
开发新品种的决策，是指企业利用剩余生产力去开发

新产品的过程。它属于互斥方案，应考虑是否追加专属成
本来讨论。在追加专属成本的情况下，用差量分析法进行
决策分析 。

（四）零部件取得方式的决策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零部件可分为两种来源：一

是企业内部自制零部件；二是可以从外部购进零部件。对
于企业来说无论是自制零部件或是外购零部件，只需考虑
相关的成本，无需考虑销售收入因为他们的预期收入是相
同的。然而对于外购的零部件，必然会产生买价和运费，
亦或会产生部分人员的差旅费等一系列的管理费用和财务
费用。自制零部件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材料费和人工
费用的发生。

1、所用零部件数量明确
在企业对所需的零部件数量明确，且企业具有零部件

自制的生产能力下，我们利用差量分析法进行相关的损益
计量。

例：某企业常年利用500件A零部件进行生产甲产品，
该零部件可以由企业自制也可以外购。在完全成本法下自
制零部件的单位成本为50元，包括变动制造费用3元，固
定制造费用5元，直接材料30元，直接人工费12元。A零部
件的公允价值为47元。

我们可据此分析，由于此类型决策只需考虑相关的零
部件成本即可，无需考虑其销售收入。所以只对其成本进
行比较分析：自制方式下相关成本为45×500=22500元；
外购方式下相关成本为47×500=23500元。由于自制零部件
的相关成本更低廉，企业应选择自制的方式获取零部件。

2、零部件需求数量不确定
当企业对于所需的零部件数量不确定时，在外购的情

况下供应商会随着采购数量的多少给予买方优惠，例如销
售折让与折扣。此时我们就应考虑在外购情况下价格的变
动，可以给企业节约更多的成本。

例如：企业自制零部件的情况下，单位变动成本15
元，每年固定成本为3000元。如外购零部件数量在1000以
内时，每件21元；当企业所需购货量大于1000件时，每件
17元。

分析：由于企业所需的零部件数量不确定，所以此时
不适合继续用差量分析法进行决策分析。此时我们更推荐
使用成本无差别点分析法，具体过程如下：

自制成本：C1=3000+15X  （假设X表示订货量）
外购成本：C2=21X       （数量在1000件以内）
 C2=17X（数量大于1000件）
成本无差别点业务量：
X1=（3000-0）/（21-15）=500（件）
X2=（3000-0）/（17-15）=1500（件）
由上分析可知当该零件的年需求量小于500件时企业

应采用外购的方式为最佳；当购货量在500~1000件之间
时，企业应采取自制的方式；当年需求量在1000~1500件
之间时，企业应采取外购的方式为最佳；当年需求量大于
1500时，企业采取自制的方式为最佳。

三、差量分析法的利弊分析
（一）差量分析法的优点
在企业经营的方法中，虽然差量分析法有其自身的局

限性，但由于其原理通俗易懂，运用过程简便，差量分析
法的运用是最为普遍。该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并没有限制
因素。无需像边际贡献分析法那样在运用时需要考虑专属
成本和固定成本。

（二）自身局限性
通过上述的应用展示，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决

策都可以应用差量分析法进行决策分析。它同时具有自己
的局限性：第一差量分析法仅适合两种方案之间进行差量
损益计算，如果企业提供两种以上的决策方案则需要进行
相互比较，经过多层筛选最终得出一个最佳方案。

（三）短期经营决策考虑的因素
1、相关业务量（Relevant Volume）
决策者在分析方案时必须要考虑的决策方案相关的产

量和销量。相关业务量在短期经营决策中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重要因素。

2、相关收入（Relevant Revenue）
相关收入是指收入的多少与特定的决策方案相联系、

在短期经营决策中所必须要考虑的收入。差量收入就是指
两个备选方案的相关收入的差额。差量收入不等于零的收
入才称为相关收入。

3、相关成本（Relevant Cost）
相关成本是指与特定的决策相联系、能影响企业的决

策分析，在进行决策时所必须要考虑到成本。该成本与其
对应的方案是同时存在的，即当放弃某一方案时对应的成
本随即消失。

四、结束语
经过对差量分析法运用的分析，可知其显著的特点

是运算简便、应用广泛，该方法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
容，同时也是企业短期经营决策的重要工具。对企业管理
人员能够科学有效的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具有很大的帮助。
在一个企业中管理是重中之重，唯有高效的管理才能使企
业不断进步、不断壮大。高效的管理将有助于企业做出正
确的判断与决策，能促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更早
的达到企业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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