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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莩 篓 享 纛 
力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财政部在总 

结管理会计专项课题研究成果和颁布 

《管理会计基本指引》的基础上，于 

2016年底发布了 22项 《管理会计应 

用指引》征求意见稿 ，大力推行管理会 

计应用指引的建设 、推广管理会计工 

具和方法在企业中的运用。或许有人 

认为 ，这必将加大企业会计工作的工 

作量和工作难度 ，甚至可能出现畏难 

情绪。事实上，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是 

企业会计工作的两个方面，企业会计 

按准则进行确认 、计量 、记 录和报告 ， 

则是财务会计；而立足于企业内部决 

策 、控制和评价而进行信息收集 、记录 

和报告则是管理会计 。在认识财务会 

计与管理会计差异性的基础上发掘财 

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共性，认识财务 

会计与管理会计的高度融合性，对于 

从组织、程序、方法等角度实现两者的 

高度结合 ，减少管理会计工具与方法 

在企业普及性运用中的心理障碍和畏 

难情绪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财务会 

计与管理会计的共性体现为共 同的目 

标 、相同的信息质量要求、统一性与灵 

活性相结合的程序及方法组合。 
一

、共同的目标 

谈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的关 

系，人们主要想到的是两者的区别 ，这 

主要缘于教科 书对两者区别的描述 。 

教科书中大都详细阐述了两者在核算 

对象 、核算依据 、核算程序与方法 、报 

告内容与报告时间等方面的区别 ，但 

很少阐述两者的共性 。尽管财务会计 

和管理会计是会计的两个方面，也是 

大学会计专业的两个不同的课程 ，但 

在实际工作 中，两者并非泾渭分明 ，而 

是水乳交融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 

共性首先体现在两者具有共同的目 

标：满足决策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满足 

评价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对会计信息的 

需求。 

目标定 位是会 计工作 的逻辑起 

点 ，它贯穿于会计工作全过程。无论是 

财务会计还是管理会计 ，会计 目标决 

定 了它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特定 目的进 

行收集、加工、提供与运用以货币为主 

要计量手段的企业价值信息。两者在 

目标方面的 区别仅 在于决策 主体 不 

同、委托代理关系的层级不同。财务会 

计服务于出资者的决策和出资者与经 

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管理会计 

服务于企业内部决策和内部的委托代 

理关系。财务会计是在出资者与经营 

者分离的情况下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进行确认 、计量 、记录和报告 ，为出资 

者 (包括权益资本出资者和债权资本 

出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信息 、为出资 

者评价经营者的业绩和受托责任履行 

情况提供信息 ；管理会计则为企业管 

理层的投资决策以及内部各层级的管 

理决策、内部各层级的业绩评价和受 

托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信息 。财务会计 

在提供企业外部投资者、债权人估值 

与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的同时还必须满 

足企业 内部了解经营状况 、偿债能力 

等方面的需求 。 

二、相同的信息质量要求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的信息质量 

要求是相同的，包括一致性、可比性 、 

及时性 、谨慎性 、实质重于形式 、可靠 

性 、相关性等。无论是财务会计还是管 

理会计，信息都必须具有纵向一致性 

和横向可 比性 ，数据的加工过程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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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方法选择 、估计参数的选用都必 

须在追求客观的基础上讲求谨慎，以 

避免误导信息使用者 ，产生盲 目乐观 

的决策。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仅在财 

务会计中对交易和事项的确认要认清 

经济业务的实质而不可拘泥于其法律 

形式，也要求管理会计在工具与方法 

的选用、数据筛选中准确反映经济事 

项 的实质。可靠性和相关性是财务会 

计与管理会计共有的最首要的信息质 

量要求 ，以下对这两者做略为详细的 

阐述。 

(一)相关性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信息虽然服 

务 于不同层 面的决策和委 托代理关 

系 ，但相关性是它们信息的共 同质量 

要求 。无论是财务会计服务于投资者 

决策还是管理会计服务于企业管理层 

决策，都要求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信 

息与决策所需信息保持高度一致。决 

策所需要的信息既需要有预测价值， 

作为决策的依据；还需要具有反馈价 

值 ，对 已决策事项执行过程进行核实 

和修正 。因此 ，相关性首先要求信息具 

有预测价值 ，对外部潜在投资者而言 ， 

财务会计信息需满足他们投资和投资 

组合对信息的要求，对管理层而言，管 

理会计 信息需要 满足管理层 投资议 

案、筹资方案遴选对信息的要求；相关 

性还要求信息具有反馈价值，财务会 

计需要满足现在投资者检验已有投资 

的风险收益 ，为制定新的“买一卖一持” 

决策服务 ；管理会计则需要为已决策 

事项执行过程中的风险管控和事项调 

整提供信息 。就信息服务于决策而言 ， 

无论是主要服务于外部投资者的财务 

会计信息，还是服务于企业管理层的 

管理会计信息，这些信息最终被信息 

使用者 用于对未来 产生现金 流的金 

额、时间分布和概率分布的判断。 

(二)可靠性 

满足相关性的信息必须可靠。无 

论是财务会计还是管理会计 ，可靠性 

都是信息使用者对其 的基本要求 ，可 

靠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 

1．原始数据的真实性。财务会计 

的原始数据真实性是通过原始凭证的 

真实性和原始凭证所代表的业务的真 

实性两方面决定 的。管理会计包括决 

策会计和执行会计 (即通常所讲的责 

任会计)两大部分构成 。责任会计是为 

反映预算执行过程和结果而建立的会 

计核算系统，传统上讲有“两账合一” 

(即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两账合为一 

套账)和“两账分设”两种做法。即使在 

“两账分设”的情况下，责任会计的核 

算体系同样以原始凭证为依据，以真 

实可靠的原始凭证为依据遵从与财务 

会计相同的程序与方法进行数据收 

集、加工和编报，也就是说，责任会计 

核算体系中原始数据真实性与财务会 

计相同；决策会计是运用会计学 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系统地 、科学地描述企 

业各项决策方案的形成 ，对企业未来 

的经营活动及结果做 出超前评价的一 

种“事前规划型”会计 。它利用财务会 

计信息和其他有关信息 ，对利润 、成 

本、销售及资金等专门问题进行科学 

的预测分析和决策分析 ，为决策方案 

确定、预算编制提供依据。决策会计系 

统中的原始数据一部分来 自于财务会 

计核算中的有关收入 、成本、费用、利 

润数据，另一部分来 自其他同类企业 

数据 、宏观经济数据 (如利率 、汇率 )， 

但无论哪种数据来源都必须做到数据 

本身的真实性。 

2．可核性 。可核性指原始数据 的 

获取过程 、数据的加工过程和最终提 

供的决策信息是可以核实 和验证的。 

通俗的说法是，两个合格的会计师对 

某一交 易或事项独 立进行数据 的获 

取、加工和编报信息，应该得到相同的 

结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 

过程 ，实际上就是利用数据的可核性 

对数据收集 、加工 、编报过程进行验证 

的过程。管理会计中的责任会计数据 

的可核性与财务会计基本相同，决策 

会计原始数据的来源因欲决策项 目的 

性质和特征而异。数据加工和信息编 

报尽管原理 、原则和方法在管理会计 

教科书中有较详细阐述，但由于不像 

财务会计那样有来 自于国家的统一规 

定，因此，目前数据的可核性总体上不 

高。随着财政部陆续发布《管理会计应 

用指引》，决策会计信息系统对数据收 

集 、加工 、提供也将会与财务会计一样 

有统一的规定 ，可核性也将大大提高。 

三、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的程 

序与方法组合 

会计界通常认为，财务会计因为 

有全国统一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内 

部 的统一会计制度，因此 ，会计核算中 

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各环节的工 

作都是按部就班的工作，而管理会计 

工作具有高度灵活性 ，没有统一规章 

可依，开展起来难度很大。笔者认为 ， 

没有统一规章可依不等于没有统一规 

律可循。从西方企业财务会计 的发展 

历程看 ，企业财务会计最早也是没有 

统一规范的，企业两权分离的出现 以 

及在对外筹资的需求下 ，按业主要求 

核算经营盈亏和资产状况的财务会计 

所提供 的信息由于缺乏企业间的可 比 

性而面临挑战 ，才诞生会计职业组织 、 

产生并逐步完善具有统一规范性质的 

会计准则。即使在当时没有统一会计 

准则的情况下，财务会计共同的规律 

性东西，例如，借贷复式记账、资产负 

债表基本结构等 ，也是广泛被人熟知 

的。因此 ，统一性和灵活性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即使在有统一会计准 

则的今天，财务会计也不是一项按 图 

索骥的工作 ，其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 

量、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运用、会 

计调整 的处理等工作同样需要财会人 

员的主动性 、灵活性和创造性 ，同样是 

一 项创造性劳动。 

尽管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运用 目 

前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但是管 

理会计短期经营决策 、长期经营决策 

的信息加工方法、预算编制程序与方 

法体系 、责任会计核算体系等内容对 

财会人员而言也都是耳熟能详的。也 

就是说，企业财会人员完全具备将管 

理会计方法运用于企业 战略制定 、预 

算编制、预算执行和评价的知识和能 

力。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具备将管理会 

计工具和方法全方位运用于企业 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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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丛研究通信产量特j量．、．生产瀛程_和成奎结_构持焦出发 分监通信产 

盟生产 墨 整_由搀用和成本 构 目关关系，再基于通 产最对通信一网络使用 

路 和萎_用美蚕一 按照 迮建用 准爱重 一迮丞担：’一的履 提_出_了一鲞于路—由搀用 

盟通信 成奎核 搓型 通信_企业成奎援算、单焦戊本 显 产 震份提 

了_种金翌 有数的方法。一最后 基_于通信企业亟营的寥 运董煦复杂廛 

提出了几种基于实际应用的修正模型，为通信企业在普及率高企、内外竞争压 

量大和提速降费 呼声篮壶 境工 提传l弛有数的_成奎和定=i{i=走搓手段。 

关键渊：通信产品 成本核算 产品成本 产品定价 

一

、引言 

随着通信行业客户普及率 提升 、 

4G发展加快和“互联网+”对提速降费 

的紧迫性要求 ，通信行业 面临着收入 

增长放缓 、成本增长加速 、净利润下行 

的困境。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 ，加强成本 

管理将成为通信行业提升内部经营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最主要手段。然而 ， 

受行业生产流程复杂性影响，产 品成 

本核算尤其是单位产品成本核算一直 

面临较大的难题，目前仍缺乏有效的 

能计算单位电信产品成本的方法。 

产 品成本核算是指企业采用一定 

的方法 ，对其生产和销售的某种或几 

种产 品所耗 用的生产 资料和劳动 力 

(包括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等)进行归集与分配 ，最终计算出各种 

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过程。产 

品成本是企业成本管理与效益控制的 

基础信息，产 品成本信息是否能及时 、 

准确 、有效的生成和获取，直接制约 

企业管理 的效率与经营效益，最终影 

响生产经营决策和生存。 

工业企业常用的产品成本核算方 

法有品种法、分批法 、分步法三种。 

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核算方法并 

不适用于通信企业 ，通信产品成本核 

算须在深入了解和研究通信产品成本 

结构 、通信产品生产流程和通信产品 

路由耗用基础上方可准确核算 。本文 

提出一种基于通信产品等效流量路由 

耗用的方法，为通信产品的成本核算 

提供简便 、有效的手段 。 

二、通信产品成本特征分析 

通信 企业是 资金和技术 密集行 

业 ，生产呈现投资规模大 、回收期 长 、 

投资效益风险高等特征 ，为研究通信 

产品成本核算方法 ，我们首先从通信 

企业 的产 品特点 、生产特点和成本特 

点人手进行分析。 

(一)通信产 品特征 

力和压力 。在统一会计准则问世之前 

财务会计在企业界的广泛运用 ，原因 

在于企业 主具有盘清家底 、核实盈亏 

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事实上 ，管理会计 

方法在我 国的企业的运用并非空 白， 

只是运用深度和广度不同而已。到 目 

前为止 ，管理会计应用层面的统一规 

范虽然 尚未出台，但 已颁布的《管理会 

计基本指引》已对管理会计工具与方 

法的种类 、应用管理会计工具与方法 

应遵循的原则与环境 、管理会计报告 

等都作了基本规定，为管理会计工具 

和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指南。管理会计 

工具与方法的应用并非无章可循。财 

政部最近颁布的一系列管理会计应用 

指引 (征求 意见稿 )，也正是在广泛调 

查 、总结和提炼企业经验基础上制定 

的。我们相信，即将颁布的管理会计应 

用指引不仅能规范企业 的管理会计工 

作 ，还将推广管理会计工具和方法在 

企业中的运用。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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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哈尔滨商业大学 

兼职教授。《会计研究》等杂志审稿人，《商业 

会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精品课程《中级 

财务会计》和《高级财务会计》主持人 ，2009 

年 、2013年 分别获北京 市政府 颁发的北京 市 

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一等奖，2014年获北 

京市政府颁发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教 

学成果二等奖。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 

题 “跨 国资本运 营中会计准则趋 同研 究”；财 

政部 重大课题 “企业 内部控制 自我评 价指引 

与典型案例研 究”；审计 署重 大课 题“上 市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如何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北 

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国家级及省部级重 

点课题 1O余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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