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本会计费用常见的 26 种错误的会计做账手法，避免掉坑，能帮助你完成工作。

1、基本建设领用材料，计入产品生产成本

有些企业将不属于产品成本的费用支出列入直接材料费等成本项目。如企业为调

节基建工程成本和产品生产成本，通过人为多计或少计辅助生产费用的错误做法，

达其目的。例如某生产企业将自营建造工程领用的材料，直接列入“直接材料费”

作“借：生产成本，贷：原材料”的账务处理，这样处理，把不应计入成本、费

用的支出计入了成本、费用，虚减了利润，违反了成本、费用开支范围。

2、福利费用开支记入成本项目

有些企业违反成本、费用开支的范围，将应由福利费开支的费用列入成本项目，

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如某企业将福利部门人员的工资，列入成本项目“直接人

工费”。作“借：生产成本，贷：应付工资”的账务处理。

3、福利部门接受劳务，不作转账结算

有些企业将辅助生产车间为职工医院、食堂、学校等部门提供的水、电、汽、加

工修理等费用全部转嫁给基本生产车间和企业管理部门。如果企业辅助生产车间

向职工食堂提供水电，共计 50 万元，企业作“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50

万元，贷：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50 万元”的账务处理，按规定应在“应付

福利费”账户内列支。这样一来，使产品成本虚增了 50 万元，“应付福利费”

账户则漏计 50 万元。

4、把对外投资的支出计入成本、费用项目中



有些企业以材料物资的方式，向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时，不反映在“长期投资”科

目中，而把减少的材料列入成本、费用项目中。如某机床生产厂以自己的钢材向

某汽车制造厂进行投资，作“借：生产成本，贷：原材料”的账务处理。这样，

一方面加大了产品成本，减少利润，少交所得税；另一方面也隐瞒了投资收益，

再次少计利润，少交所得税。

5、修理费用，重复计入生产成本

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固定资产的修理费采用预提的方法，计入成本费用，

但有些企业为控制利润实现数额，将车间固定资产修理费用重复计入生产成本。

例如某企业每月预提 3万元固定资产修理费用计入生产成本，但企业为了压缩超

额利润，又将实际支出的 45 万元设备修理费全部计入生产成本。年终将预提修

理费用结转下年度。这样处理的结果，使企业生产成本虚增了 36 万元，利润虚

减了 36 万元。

6、多期材料，一期分摊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会计

核算应正确划分各月份的界限

但有些企业违反规定，将不属于本期产品成本负担的材料费用支出一次全部列入

本期成本项目。例如，某企业 2017 年 3 月购入原材料 100 吨，计 12 万元。当月

领用该原材料 2.5 吨，但企业却将 12 万元全部计入产品成本，由此造成该企业

少计当月利润的后果。

7、虚计费用，调节成本

有些企业为了调节产品成本和当年利润，有意将不应计入本账户的费用计入本账

户或者将应计入本账户的费用转移计入其他账户。如某企业为了压缩当年利润，



于 12 月份以修理车间的名义，虚领材料，计入制造费用账户，月份终了分配计

入产品成本。由此行为，造成企业本期利润虚减的结果。

8、回收物资，账外处理

有些企业将回收的废料收集起来，不去冲减当月的领料数，而作为账外物资处理。

这样的结果使企业不仅没有如实反映产品生产中材料的实际消耗，而且也相对加

大产品的直接材料费成本，少计利润，少纳税金。例如某企业将职工交回加工后

余下的边角余料，不办理交库手续，不填废料交库单，不冲减当月的领料数。

9、生产费用分配，张冠李戴

有些企业为了调节当年损益，将本期发生的生产费用在盈利产品和亏损产品之间

进行不合理分配，造成盈亏不实。例如某服装厂生产男装、女装和童装，2018

年 10 月该企业女装和童装的销售要好于男装，该企业在分配间接费用时，按规

定的分配标准计算出各种产品应分配数额后，有意将应分配计入亏损产品的制造

费用，加计在盈利产品中。

10、未用材料，不作退库

有些企业为了调节本期损益，对车间领用原材料采用以领代耗的办法，将投入产

品生产的材料全部计入产品成本，期末有剩余材料，不管下期是否需用，均不作

退库处理。如某企业基本生产车间 10 月份多领用原材料 20 多万元，期末车间未

办理材料退回和“假退料”手续，财会部门也未作扣减材料费用的账务处理。由

此，该企业造成多计费用少计利润的结果。

11、改变分配方法，调节当年盈亏



企业计入各种产品成本的目标在产品费用和本月发出的生产费用，应在各种产品

的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企业应当根据产品生产的特点选

择适合本企业的分配方法，但有的企业为了调节本期盈亏，往往改变已经选用的

分配方法，并且在会计当期不作披露。

12、虚估约当产量，调整本期损益

有些企业利用约当产量估算的特点，采用多计（少计）在产品数量的手法，虚增

（或虚减）利润，来调节当年损益，例如某制造企业年末在产品 300 件，在产品

完工程度为 60%，约当产量为 180 件，但在分配费用时约当产量仅为 200 件，相

应地使完工产品少计成本，随着产品的销售，也就自然少转了产品销售成本，导

致利润增加。

13、期间费用计入生产成本，或生产成本计入期间费

用有些企业为了调节当年利润，将发生的费用计入生

产成本；或采用将应计入生产成本的费用计入期间费

用。

例如某企业为了实现计划利润目标，12 月份将应计入“管理费用”账户的 10 万

元无形资产摊销挤入了“制造费用”账户，月末分配制造费用时，将上述费用全

部分配计入了“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账户，由完工产品和在产品共同负担，

这样，就造成少计期间费用，虚增利润的结果。

14、已销产品不结转成本

有些企业对已销产品不作成本结转，只记收入不记成本；或者相反，对未销售产

品视为销售、多转成本。例如某企业 2017 年 5 月销售产品 1万件，成本 80 万元，



销售收入 100 万元，该企业财务人员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只记收入 100 万元，不

转成本 80 万元，由此造成虚增利润 80 万元。

15、随意改变结转产品销售成本的方法

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在某一个会计年度内，一般只能确定一种计价方

法。方法一经确定，不能随意变更。如确实需要改变计价方法的，必须在会计报

表附注中进行披露。有些企业出于调节当年损益的需要，在年度中间随意改变既

定的计价方法。例如，某企业发出商品一直采用先进先出法，但在 11 月份时，

材料市场价格上涨，该企业为了压低年末利润，遂改用后进先出法核算出库产品

的实际成本，并且在年末的会计报表附注中并未披露。

16、随意调节成本差异率

有些采用计划成本核算的企业，在结转产品成本差异时，通过调高或压低成本差

异率的方式，多计算或少计算结转的产品成本差异，以达到虚减或虚增利润的目

的。例如某企业为了压低利润，有意提高产品成本差异率，多转产品销售成本，

以达到虚减利润的目的。

17、不按比例结转成本

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采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销售产品，按合同约定日

期确认销售收入，在每期实现销售的同时，应按产品全部销售成本与全部销售收

入的比率，计算出本期应结转的销售成本。有些企业为了调节当年损益，在分期

收款销售的产品实现收入时，人为地确定结转产品销售成本的比率，多转或少转

销售成本，以虚增或虚减利润。如某企业年初销售一批产品价款 500 万元，成本

400 万元，在一年内分四次收款，每次收款比率为 25%，按季度收款，在 4月份



本应收取款项 125 万元，结转成本 100 万元，但该企业为了体现上半年的利润，

采用人为少转成本的方法，结转成本 80 万元，来达到虚增利润的目的。

18、任意扩大开支范围，提高费用标准

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各项开支均有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着许多

乱花、乱摊、乱计费用的问题。有些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违反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任意扩大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从而提高企业费用水平，减少当

期利润。如某企业领导人将其家属的“游山玩水”费用列为本单位职工的差旅费

来报销，使该企业虚增管理费用，虚减利润。

19、期间费用，转作待摊处理

有些企业为了实现既定利润目标，就采用将本期发生的期间费用总额中，转出一

部分数额列作待摊费用的作假手法来达到目的。如某企业年计划利润 300 万元，

1-11 月份已实现利润 270 万元，尚需实现 30 万元的利润才可达到计划，但该企

业根据实际情况预计 12 月份至多能实现利润 20 万元。为了完成 300 万元的利润

目标，该企业财务人员从管理费用中转出 10 万元计入“待摊费用”账户，并结

转下年度挂账，从而使当期利润达到既定目标。

20、利用“汇兑损益”账户人为调节利润水平会计制

度规定对外币账户

应采用月初或业务发生当日市场汇率作为记账汇率，由于汇率变动而引起的汇兑

损益，可以采用集中结转法或逐笔结转法进行计算结转，一种方法选用后 1年内

不得变更。但有些外币业务较多的企业，为了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采用多种方

法人为调整汇兑损益。例如某企业为了调低年末利润，就有意在期末按低于账面

汇率的期末汇率计算期末人民币余额，使当期发生汇兑损失，减少当期利润等。



21、混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的界限

根据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向银行借款用于购建固定资产，对固定资产尚未交

付使用前而支付的借款利息记入财务费用。企业用借款进行在建工程，在固定资

产尚未交付使用前发生的贷款利息，应计入固定资产的造价。但有些企业，为了

调节利润，故意混淆记入成本与费用的界限。例如某企业 1月 1日向银行借款用

于自营营业大厅，期限 3年，该营业厅于次年 1月 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但企业

在次年 2月的账务处理中，依然作：“借：在建工程，贷：长期借款”的会计分

录，少计财务费用，以达到虚增利润的目的。

22、将利息收入转作“小金库”

不冲销财务费用财务费用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以及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

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发生的其他费用等。但有些企业在实务操作中，违反财务会计

制度的规定，将利息收入转作“小金库”，不冲销财务费用，而虚增期末利润。

如某企业出纳人员将每期的利息收入不作账务处理，不在“银行存款”与“财务

费用”账簿上进行反映，而是提取后存入部门“小金库”，留待日后部门搞职工

福利之用。

23、不按规定摊销无形资产和开办费

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开办费的摊销都应记入“管理费用”，

作“借：管理费用，贷：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账务处理，但有些企业为了

调节期末利润，人为地多摊或少摊无形资产（或开办费），从而多计或少计费用，

以达到其目的。

24、坏账损失不按规定提取



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的企业，应于期末计提坏账

准备，计入管理费用。作：“借：管理费用，贷：坏账准备”。有些企业为了调

高或调低期末利润，就会于期末人为地提高（降低）提取比例，或变动提取依据

（应收账款）的数额，以增加或减少期间费用，来达到目的的。

25、把应计入成本的运输费列入期间费用

按照有关规定，企业购入固定资产、专项投资用的材料和设备的运输费应计入设

备或材料的成本，作为其原值的组成部分；但有些企业却将这部分运输费列入期

间费用而增大了本期利润。

26、职工医药费、记入管理费用

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职工医药费开支应在“应付福利费”列支，有些

企业为减少福利费开支，往往将部分药费挤入管理费用。从而虚减了当期利润。

如某炼铁厂自 2017 年 12 月份开始在报销职工医药费时，作“借：管理费用，贷：

库存现金”的账务处理，将医药费全部挤入了管理费用，违反了国家有关制度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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