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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會計》 
試題評析 

本次考試，題目內容偏易，除第三題變動成本法與全部成本法之損益表編製及優缺比較，較須判

斷外，其他題目均淺顯易作；其中題一為損益兩平及安全邊際之公式運用；題二為成本制度中在

製品、製成品與銷貨成本之結構關係；而題四則為自製外購之決策問題，均為基本觀念之運用，

一般程度學生應可取得60分以上之分數。 

高分命中 

第一題：《高點成管會講義第七回》，徐錦華編撰，頁52例3。 
第二題：《高點成管會講義第二回》，徐錦華編撰，頁8例1、頁49.3-6-2。 
第三題：《高點成管會講義第六回》，徐錦華編撰，頁34.3-8、頁7.釋例，頁4~頁6重點整理。 
第四題：《高點成管會講義第八回》，徐錦華編撰，頁14、頁77.10-50類似題。 

 

一、東港公司五月份銷售78,125單位的產品，獲利$125,000，如果已知五月份的安全邊際率為20%，

損益兩平點的銷售收入為$1,250,000，試問： 

(一)五月份的損益兩平點的銷售數量應是多少？（10分） 

(二)若六月份的銷售數量為93,750，獲利$250,000，則五月份的邊際貢獻應該是多少？（10

分） 

(三)五月初時，若每單位人工成本將提高$1，在售價無法提高的情況下，管理階層希望能有10%

淨利率，則當月份應銷售多少才能有此獲利水準？（10分） 

答： 
設東港公司商品售價為＄X，相關公式如下： 
安全邊際=特定銷貨收入－損益兩平點之銷貨收入 
安全邊際率=(特定銷貨收入－損益兩平點之銷貨收入)÷特定銷貨收入 
淨利＝安全邊際×邊際貢獻率 
損益兩平點之銷貨收入＝固定成本 ÷邊際貢獻率 
  故  ( 78,125X－＄1,250,000)÷78,125X＝20% 

X =＄20 
( 78,125×＄20－1,250,000)×邊際貢獻率＝＄125,000 

       邊際貢獻率＝40％ 
固定成本÷40％＝＄1,250,000 

        固定成本＝＄500,000 
(一)五月份損益兩平點之銷售數量＝＄1,250,000÷＄20＝62,500  
(二)五月份之邊際貢獻＝78,125×＄20×40％＝＄625,000 
(三)若達成利潤目標之銷售數量為Y   

五月份原始每單位變動成本＝＄20×(1－40％)＝＄12 
五月份人工成本增加後之每單位變動成本＝＄12＋＄1＝＄13 
Y×(＄20－＄13)－＄500,000＝10％×Y×＄20 
Y＝100,000 

 

二、以下資料為南方企業於五月份的數據： 

存貨 五月初 五月底 

材料 $25,000 ? 

在製品 $12,000 $10,000 

製成品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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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五月份其他相關之資料如下： 

銷貨收入 $170,000

直接人工 $8,000

間接製造費用（含間接材料$500） $10,000

銷售費用 $14,000

管理費用 $16,000

製成品成本 $55,000

採購材料 $29,000

試列表計算： 

(一)南方企業五月底應有多少材料存貨？（10分） 

(二)若該月份營業淨利有$70,000，則製成品期初存貨應有多少？（10分） 

答： 
(一)若五月底材料存貨為X： 
      因本期製成品成本＝期初在製品＋本期總製造成本－期末在製品 
        本期總製造成本＝直接材料耗用＋直接人工成本＋間接製造費用 
      故： 
       本期總製造成本＝＄55,000＋＄10,000－＄12,000＝＄53,000 
       直接材料耗用＝＄53,000－＄8,000－＄10,000＝＄35,000 
       期末材料存貨X＝＄25,000＋＄29,000－＄35,000－＄500＝＄18,500 
(二)五月份銷貨成本＝＄170,000－＄14,000－＄16,000－＄70,000 
                    ＝＄70,000 
      又五月份銷貨成本亦可計算如下： 
      銷貨成本＝本期製成品成本＋期初製成品存貨－期末製成品存貨 
      ＄70,000＝＄55,000＋期初製成品存貨－＄7,000 
      故，期初製成品存貨＝＄22,000 

 

三、山中企業生產單一產品，當年度該企業沒有期初存貨，生產25,000單位的產品，每單位之售價

$30，銷售了20,000個單位，其他相關資料如下： 

每年生產數量 25,000 

每單位之變動成本：  

  直接材料、直接人工以及變動之間接製造費用 $10 

  行銷及管理費用 $3 

每年固定成本：  

  間接製造費用 $150,000

  行銷與管理費用 $100,000

試作： 

(一)以全部成本法編製損益表。（5分） 

(二)以變動成本法編製損益表。（5分） 

(三)試求以下兩法比較表內(1)以及(2)之正確數字，請列示必要之計算。（10分） 

(四)說明造成兩法損益差異之主要原因？（5分） 

(五)說明何者較能幫助管理者整體的觀察生產、銷售與利潤之創造三者之關聯。（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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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表 

 銷貨成本 期末存貨 期間成本 

全部成本法：    

  變動製造成本 $200,000 $50,000 - 

  固定製造成本 (1) (2) - 

變動成本法：    

  變動製造成本 $200,000 $50,000 - 

  固定製造成本 - - $150,000 

 

答： 
每單位固定製造費用分攤率＝＄150,000 ÷ 25,000＝＄6 
    全部成本法下每單位製成品成本＝＄10＋＄6 ＝＄16 
(一)以全部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山 中 企 業 
損 益 表 
本年度 

  銷貨收入  ＄  600,000 
－銷貨成本   
     期初存貨   ＄      0  
   ＋本期製成品成本25,000×＄16         400,000     
   －期末存貨5,000×＄16   (80,000) 320,000 
銷貨毛利 ＄  280,000 
銷管費用20,000×＄3＋＄100,000 160,000 

  本期淨利 ＄  120,000 
 
(二)以變動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山 中 企 業 
損 益 表 
本年度 

  銷貨收入  ＄  600,000 
－變動製造成本   
     期初存貨   ＄      0  
   ＋本期製成品成本25,000×＄10         250,000     
   －期末存貨5,000×＄10   (50,000) 200,000 
－變動銷管費用20,000×＄3 60,000 

邊際貢獻 ＄  340,000 
固定製造成本 150,000 
固定銷管費用 100,000 

  本期淨利 ＄  90,000 
 
(三)(1)20,000×＄6＝＄120,000 

(2)5,000×＄6＝＄30,000 
(四)因固定製造成本於全部成本法下列為產品成本，故若商品未銷售，將轉入資產負債表(財務狀況表)內，增

加期末存貨之成本(如本例增加期末存貨5,000單位，成本增加5,000×＄6＝＄30,000)；然於變動成本法下，

則視固定製造成本為期間成本，於發生時直接列入損益表，因此期末存貨中並未包含固定製造成本，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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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之淨利較全部成本法減少＄30,000。 
(五)在變動成本法下，不論生產決策為何，淨利之變動僅受銷量之影響，因此管理者無法利用產量之安排來操

縱損益，並影響績效評估；但也因此，使管理者經常將焦點置於銷售面之努力，忽略生產規劃之重要性。

由於生產規劃得當，對公司長期利益也有正面效益，因此如果要整體觀察生產、銷售及利潤創造三者之關

連，則全部成本法較能滿足此需求。 

 

四、楓港實業是一家很成功的化妝品製造商，為了穩定整年度的營收，該公司的管理階層希望多元

化發展每一季的主力產品，以免營收受到季節性的大幅變動。經過一番嚴密的研究，該公司準

備今年的冬天在市場推出一項新產品，簡稱SW產品，如果成功，則未來的幾年將持續擴展一系

列的產品線。此SW產品將以每箱$8,000銷售給中盤商，每箱內有24小瓶裝的產品，此SW產品在

公司的全部成本法下須吸收$90,000,000的固定間接製造費用，預估將產銷100,000箱，會計部

門根據此數據算出每箱產品的成本如下：直接材料$3,600，直接人工$2,000，間接製造費用

$1,400，共計$7,000。此成本包括每箱的瓶子以及化妝品本身。空瓶子可從外部供應商採購，

每箱24瓶的空瓶是$1,350。如果外部採購空瓶，則每箱產品的直接人工和間接製造費用將可降

10%，直接材料成本也可降25%。試問： 

(一)該公司應自製或外購該項空瓶？請列式計算。（15分） 

(二)如果外購空瓶，該公司每箱空瓶能接受的最高價格是多少？並請說明之。（5分） 

答： 
(一)若外購： 

增加之空瓶採購成本＄1,350×100,000箱＝＄135,000,000 
節省之成本： 

直接材料＄3,600×25％×100,000箱＝   90,000,000 
直接人工＄2,000×10％×100,000箱＝   20,000,000 
間接製造費用1,400×10％×100,000箱＝ 14,000,000 

成本增加對淨利之影響(減少)             ＄11,000,000 
 

由於外購空瓶所增加之採購成本，超過節省之支出，故公司應選擇自製。 
 
(二)若外購空瓶，公司所願支付之每箱最高價格計算如下： 

(＄90,000,000＋＄20,000,000＋＄14,000,000)÷100,000箱＝＄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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