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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燃料费用的分配 

 

 

    如果燃料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不大，
可以合并计入“直接材料”或者“制造费用”成
本项目，如果所占比重较大，可以与动力费用一
起专设“直接燃料和动力”成本项目。 
    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燃料费用，记入各种产
品成本明细账的“直接燃料和动力”成本项目。 
    如果不能按产品品种分别领用，而是几种产
品共同耗用的燃料，应采用适当的分配方法在各
种产品之间进行分配，然后再记入各种产品成本
明细账的“直接燃料和动力”成本项目。 
    燃料费用的分配方法与原材料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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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购动力费用的分配 

    外购动力费用是从企业外部购买各种动力（电力、

热力、蒸汽等）而发生的费用，其中有的用于产品生产

工艺，有的用于取暖照明。产品生产直接耗用的外购动

力费用，在成本项目的设置上，有两种处理办法。 

    当动力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时，为体

现重要性原则和便于考核，一般应当单独设置“燃料及

动力”（或“动力费用”）成本项目；当动力费用在产

品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时，由于动力费用属于直接费

用，一般又是间接计入费用，为了简化核算，也可以将

其并入“制造费用” 成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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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购动力费用的分配 

                            动力费用总额 
外购动力费用分配率 = ——————————————  
                     各受益产品、部门耗用动力总量 

某受益对象应分配的动力费用 
= 该受益对象耗用动力数量×外购动力费用分配率 

   实际分配时，在有计量仪器记录的情况下，直
接根据仪器所示的耗用数量和单价计算；在没有计
量仪器的情况下，可以按生产工时、机器工时、机
器功率时数、定额消耗量等的比例在各受益对象之
间进行分配。 



网络精品课程 例如： 某生产车间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共同
耗电30 000度，单价0.60元。甲产品机器工时
为36 000小时，乙产品机器工时为24 000小时，
要求采用机器工时比例分配电费。 

                30 000×0.60 
电费分配率 = ———————— = 0.30元/小时 
              36 000 + 24 000 
甲产品应分配的电费 = 36 000×0.30 = 10 800(元) 
乙产品应分配的电费 = 24 000×0.30 =  7 200(元) 

2.外购动力费用的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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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动力费用分配完毕，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基本生产成本——×产品    
                ——×产品  
    辅助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等 
  贷：应付账款 
实际支付动力费用时： 
借：应付账款 
  贷：银行存款 

2.材料费用的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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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燃料费用在产品之间的分配可以按照各种产品的
产量、重量、体积或者所耗燃料的实际数量、定
额耗用量或者定额费用比例完成分配。 

• 外购动力费用在各种产品之间一般按照产品的实
际生产工时、机器工时、定额耗用量或者定额费
用比例完成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