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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预测的定量方法

• 一、高低点法

（一）高低点法的含义

高低点法就是以历史成本资
料中产量最高和最低两个时期的产品总
成本数据为依据，计算出a和b，利用y=
a+bx ,推算出计划产量下的总成本水平
和单位成本的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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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低点法的计算步骤

1.将最高产量下的总成本和最低产量下的总成本进
行比较，确定系数b，计算公式为：

b＝（最高点的成本－最低点的成本）÷（最高
点产量－最低点产量）

2.将最高点成本（或最低点成本）、最高点产量
（或最低点产量）、已求得的b代入y= a+bx，
求出a，计算公式为：

a＝最高点成本－b×最高点产量

或 a＝最低点成本－b×最低点产量

3.将计划产量及a、b代入y= a+bx，计算出计划年
度的产品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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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点法 举例

• 某工厂今年1～6月有关产量和成本的资料如图 ，7月预计产
量为2 800件 。

• 月份 1       2      3      4     5       6

• 产量 2400   2250    2500   2400   2600   2850

• 成本 13400  12500  14600  13600  14500   15500

则单位变动成本b＝15 500－12 500 

2 850－2 250 ＝5（元）

固定成本总额a＝15500－5×2850＝1250（元）

则成本方程为y＝1250＋5X

则7月份预计成本＝1250＋5×2800＝15250（元）



在线开放课程（三）应注意的问题

应予注意的是高点与低点的选
择，既可以成本为依据，也可以产
量为依据。确定最高点和最低点后
，产量与成本必须是同一月份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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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是一个统计学线性模型，用于计量一
个或多个自变量每变动一个单位导致因变量发生变动的平
均值。用于估计一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称为简单
线性回归；其回归模型为C=FC+UVC×Q；用于估计多个

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称为多元线性回归，其模型为
C=FC+UVC1Q1+UVC2Q2+…UVCnQn 。

简单线性回归模型中的参数FC 和UVC可用最小二乘法
公式估算。

y＝a＋bx

（n∑xy－∑x∑y）

（n∑x2－(∑x)2）

a＝（∑y－b∑x）/ n

ｂ＝



二、回归分析法 举例

• 某公司１～6月份产量和成本的资料如下,预测7月份产量为420件。

月份 1 2 3 4 5 6

产量 300 350 300 400 500 450

成本 2500 3000 2400 3500 4000 3500

月份 x y xy x2 y2

1 300 2500 75000 90000 6250000

2 350 3000 1050000 122500 9000000

3 300 2400 72000 90000 5760000

4 400 3500 1400000 160000 12250000

5 500 4000 2000000 250000 16000000

6 450 3500 1575000 202500 12250000

合计 2300 18900 7495000 915000 61510000

a＝（∑y－b∑x）/ n     ｂ＝（n∑xy－∑x∑y）

（n∑x2－(∑x)2）



• 某公司１～6月份产量和成本的资料如下,预测7月份产量为420件。

月份 x y xy x2 y2

1 300 2500 75000 90000 6250000

2 350 3000 1050000 122500 9000000

3 300 2400 72000 90000 5760000

4 400 3500 1400000 160000 12250000

5 500 4000 2000000 250000 16000000

6 450 3500 1575000 202500 12250000

合计 2300 18900 7495000 915000 61510000

由最小二乘法公式可求得：
ｂ＝6×7495000－2300×18900×915000－2300＝7.5
a＝18900－7.5×23006 ＝275
所以，回归方程为：y＝275＋7.5X

把预计7月份产量420代入回归方程即可得出成本预测值为：
y＝275＋7.5×42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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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时间序列法

（一）简单平均法

简单平均法是通过计算以往若干时期
成本的简单平均数，作为对未来的成本预测数。
其计算公式如下：

预计成本值＝各期成本值之和÷期数

优点：计算简便。

缺点：只根据历史资料，而没有考虑
其未来趋势变动，可能会使预测结果产生较大的
误差。



在线开放课程• 三、时间序列法
（一）简单平均法

• 某企业今年１～6月份的成本发生情况如下，
需要预测7月份的成本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月份 1    2     3     4     5     6

成本 375   385   380   382   378   383

则7月份预计成本＝（375＋385＋380＋382＋378
＋383）÷6 ＝38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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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动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是通过计算以往若干时期
成本的移动平均数，作为对未来成本的预测数。
它是将统计资料按时间顺序划分为若干个数据点
相等的组，并依次向前平行移动一个数据，计算
各组的算术平均数，并组成新的时间序列进行预
测。

优点：计算比较简单，在历史资料选择上尽量
使用接近预测月份的数据，使预测数更准确。

缺点：只使用历史数据，忽视变动趋势。

注意事项：n取值越大（小），移动平均数对
远期的干扰因素的反应越弱（强），对数据变化
的敏感期也越差（强），预测值较平稳（误差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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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权移动平均法

这是一种在移动平均法的基础上，对所用
资料分别确定不同的权数进行加权以后，算
出加权平均数，作为预计成本数的预测方法
。

在权数上通常按照这样的原则确定：近期
资料的权数大一些，远期资料的权数小一些
优点：加权移动平均法既考虑了近期成本的
发展趋势，又对之采用不同的权数进行加权
，因而消除了差异的平均化，从而可使预测
数与实际情况更为接近。

缺点：成本计算的结果因月末成本差异的
调整而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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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数平滑法
通过导入平滑系数对本期实际成本和本期的

预测成本进行加权平均,并将其作为下期的预测成本。

其计算公式为：

Mt=αxt-1+(1-α)Mt-1 (0≤α≤1 ）

其中，Mt为本期预测值；Mt-1为上期预测值；
xt-1为上期实际数；α为平滑系数，一般在0.3～0.7。

优点：所需资料不多，计算比较简便；同时
通过导入平滑系数加权，可以适当消除偶然因素的影
响。

缺点：平滑系数的选择具有很大的人为因
素，不同的平滑系数可得到不同的预测结果，一定要
慎重选择平滑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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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通过学习，可提高生产率，从而以多
种方式影响着成本。

历史：1925年，美国一家飞机装配厂在实
践中发现，飞机产量每扩大一倍，其直接工时
会下降为原来的80％，其原因最后被归结为是
学习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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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式：y=axb 图形：平均成本

平均人工小时

0                                                     
产量

学习曲线模型图



在线开放课程适用范围：学习曲线是生产行业特别
是制造加工性生产行业中常用的预测方
法，根据经验数据，一般75％（25％，
50％）的手工操作，25％（75％，50％
）的机器操作时，学习率为80％（85％
，90％）。可见，机械化程度越高，学
习率越大。

优点：简便，可明显提高成本预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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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和问题：

（1）只适用于重复性工作，因为重复
的实验是一个学习过程，可以提高成绩。

2）学习比率被假设不变，和实际有
差距。因为实际运用中，人工工时的减少
可能并非一成不变。

3）对学习曲线进行准确预测几乎不
可能实现。因为模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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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主要用于研究国民经济体系
中各部门物资消耗投入和产出
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种平衡
分析方法。它是以国民经济最
终产品为计算目标，将各部门
投入的消耗和产品产出之间的
数量关系用表格形式列出来，
使其保持一定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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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本节讲成本预测的定量分析方法，包括高低点
、回归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