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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204号——作业预算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作业预算，是指基于“产出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

的原理，以作业管理为基础的预算管理方法。 

第二条 本指引中作业、资源费用等有关定义参见《管理会计应

用指引第304号——作业成本法》。 

第三条 作业预算主要适用于具有作业类型较多且作业链较长、

管理层对预算编制的准确性要求较高、生产过程多样化程度较高，以

及间接或辅助资源费用所占比重较大等特点的企业。 

 

第二章 应用环境 

第四条 企业应用作业预算工具方法，应遵循《管理会计应用指

引第200号——预算管理》《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304号——作业成本

法》中对应用环境的一般要求。 

第五条 企业应具有满足作业管理、资源费用管理要求的信息系

统，能通过外部市场和企业内部可靠、完整、及时地获取作业消耗标

准、资源费用标准等基础数据。 

 

第三章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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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企业应遵循《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200号——预算管理》

中的应用程序实施作业预算管理。 

第七条 企业编制作业预算一般按照确定作业需求量、确定资源

费用需求量、平衡资源费用需求量与供给量、审核最终预算等程序进

行。 

第八条 企业应根据预测期销售量和销售收入预测各作业中心的

产出量（或服务量），进而按照作业与产出量（或服务量）之间的关

系，分别按产量级作业、批别级作业、品种级作业、客户级作业、设

施级作业等计算各类作业的需求量。作业类别的划分参见《管理会计

应用指引第304号——作业成本法》。企业一般应先计算主要作业的

需求量，再计算次要作业的需求量。 

（一）产量级作业：该类作业的数量一般与产品（或服务）的数

量成正比例变动，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产量级作业需求量＝Σ各产品（或服务）预测的产出量（或服务

量）×该产品（或服务）作业消耗率 

（二）批别级作业：该类作业的数量一般与产品（或服务）的批

量数成正比例变动，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批别级作业需求量＝Σ各产品（或服务）预测的批次×该批次作

业消耗率 

（三）品种级作业：该类作业的数量一般与品种类别的数量成正

比例变动，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品种级作业需求量＝Σ各产品（或服务）预测的品种类别×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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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别作业消耗率 

（四）客户级作业：该类作业的数量一般与特定类别客户的数量

成正比例变动，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客户级作业需求量＝Σ预测的每类特定客户×该类客户作业消

耗率 

（五）设施级作业：该类作业的数量在一定产出量（服务量）规

模范围内一般与每类设施投入的数量成正比例变动，有关计算公式如

下： 

设施级作业需求量＝Σ预测的每类设施能力投入量×该类设施

作业消耗率 

作业消耗率，是指单位产品（或服务）、批次、品种类别、客户、

设施等消耗的作业数量。 

第九条 企业应依据作业消耗资源的因果关系确定作业对资源费

用的需求量。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资源费用需求量＝Σ各类作业需求量×资源消耗率 

资源消耗率，是指单位作业消耗的资源费用数量。 

第十条 企业应检查资源费用需求量与供给量是否平衡，如果没

有达到基本平衡，需要通过增加或减少资源费用供给量或降低资源消

耗率等方式，使两者的差额处于可接受的区间内。 

资源费用供给量，是指企业目前经营期间所拥有并能投入作业的

资源费用数量。 

第十一条 企业一般按照作业中心、作业类别为对象编制资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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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算。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资源费用预算＝Σ各类资源需求量×该资源费用预算价格 

资源费用的预算价格一般来源于企业建立的资源费用价格库。企

业应收集、积累多个历史期间的资源费用成本价、行业标杆价、预期

市场价等，建立企业的资源价格库。 

第十二条 作业预算初步编制完成后，企业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

预算评审。预算评审小组一般应由企业预算管理部门、运营与生产管

理部门、作业及流程管理部门、技术定额管理部门等组成。评审小组

应从业绩要求、作业效率要求、资源效益要求等多个方面对作业预算

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上报企业预算管理决策机构进行审批。 

第十三条 企业应按照作业中心和作业进度进行作业预算控制，

通过把预算执行的过程控制精细化到作业管理层次，把控制重点放在

作业活动驱动的资源流动上，实现生产经营全过程的预算控制。 

第十四条 企业作业预算分析主要包括资源动因分析和作业动因

分析。资源动因分析主要揭示作业消耗资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发现

减少资源浪费、降低资源消耗成本的机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业

动因分析主要揭示作业的有效性和增值性，减少无效作业和不增值作

业，不断地进行作业改进和流程优化，提高作业产出效果。 

 

第四章 工具方法评价 

第十五条 作业预算的主要优点：一是基于作业需求量配置资源，

避免了资源配置的盲目性；二是将资源充分应用于增值作业，通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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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作业优化实现最低的资源费用耗费，创造最大的产出成果；三是作

业预算可以促进员工对业务和预算的支持和拥护，有利于预算的执行。 

第十六条 作业预算的主要缺点：预算的建立过程复杂，需要详

细地估算生产和销售对作业量的需求以及资源量需求，并测定作业消

耗率和资源消耗率，数据收集成本较高。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指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