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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管理會計》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甲公司經理正為公司生產作業程序的穩定性是否應調查而進行評估。經收集相關成本及機率得

到如下資訊： 

 生產作業程序 

 控制中 失控 

機率 0.8 0.2 

總成本－調查  $ 30,000  $ 60,000 

   －不調查  $ 0  $ 130,000 

 試作： 

(一)若公司為風險中立者，則是否選擇調查？（3分） 

(二)計算甲公司調查與不調查之無差異失控機率。（3分） 

(三)若有一監測儀器可提供完整資訊，則甲公司願意支付最高監測儀器成本為何？（4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試不確定情況下之決策及完美資訊價值，題目並無特殊陷阱，偏向簡單，故很容易穫取成

績。 

考點命中 《高點成本與管理會計講義》第五回P.35釋例及第11回P.47-48釋例，徐錦華老師編撰 

 

答： 

(一)若進行調查之成本期望值=0.8×$30,000＋0.2×$60,000＝$36,000 

若不進行調查之成本期望值=0.8×$0＋0.2×$130,000＝$26,000 

故不應進行調查 

(二)設調不調查均可之無差異失控機率為P，則控制中之機率為(1－P) 

(1－P)×$30,000＋P×$60,000＝(1－P)×$0＋P×$130,000 

故調不調查均可之無差異失控機率(P)為0.3 

(三)由於有完整資訊下之期望值為0.8×$0＋0.2×$60,000＝$12,000 

相較於無完整資訊下之較佳期望值$26000少$14000，故甲公司願支付之儀器成本為$14,000。 
 
二、甲公司生產乙產品l,000公斤的標準原料成本如下： 

原料 公斤數 單位成本 合計 

Al102  120  $120  $ 14,400 

B1205  480  40   19,200 

Cl309  240  160   38,400 

D1425    360  80   28,800 

合計  1,200   $ 100,800 

 5月份甲公司生產乙產品20,000公斤，實際購入數量、購入成本、實際耗用量如下： 

原料 購入數量（公斤） 購入成本 耗用量（公斤） 

A1102  4,000  $ 448,000  3,690 

B1205  9,000   504,000  8,610 

C1309  6,500   936,000  6,150 

D1425   7,000   616,000   6,150 

合計  26,500  $ 2,504,000  2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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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原料價格差異在購入時認列，試作：（每小題5分，共20分） 

(一)原料購料價格差異。 

(二)原料組合差異。 

(三)原料產出差異。 

(四)原料數量差異。 

試題評析 
本題測試多種原料投入下之差異分析，屬於控制面及績效評估。考生應注意原料投入與產出之比

例關係；另外，所比較之標準成本，亦應以實際產出為計算基礎，以決定原料標準應投入之數量

與金額。 

考點命中 《高點成本與管理會計講義》第五回P.13釋例，徐錦華老師編撰。 

 
答： 

甲公司在原料標準組合下，投入每一公斤原料之成本為$100,800÷1,200＝$84                             

而產出每公斤產品之應投入原料為1.2公斤(1,200÷1,000＝1.2倍) 

(一)原料購料價差＝$2504000－（4000×$120＋9000×$40＋6500×$160＋$7000×$80） 

            ＝$64,000(不利) 

(二)原料組合差＝（3,690×$120＋8,610×$40＋6,150×$160＋$6,150×$80）－24,600×$84 

          ＝$2,263,200－$2,066,400＝$196,800(不利) 

(三)原料產出差異＝24,600×$84－20,000×1.2×$84＝$2,066,400－$2,016,000＝$50,400(不利) 

(四)綜合以上(二)及(三)，故原料數量差異為$247,200(不利) 
 

三、甲工廠生產一種產品，採分步成本制，設置兩個檢驗點，第一個檢驗點於加工至50%時實施，第

二次檢驗則於完成時實施。Xl年l月有關資料如下： 
數量資料 成本資料 

本期投入生產 10,000單位 原料（製造開始時一次投入） $400,000

本期製造完成 5,500單位 加工成本 $261,000

期末在製品（完工70%） 1,000單位  

損壞單位  

 第一檢驗點（正常損壞） 2,000單位  

 第二檢驗點（500單位為非常損壞） 1,500單位  

 根據以上資料計算：（每小題4分，共20分） 

(一)原料約當產量。 

(二)加工成本約當產量。 

(三)期末在製品成本。 

(四)非常損壞品成本。 

(五)製成品成本。 

試題評析 
本題測試分步成本法下，生產成本報告之內容。由於設計多重檢驗點，故計算上較為複雜，是本

次特考題目中，難度較高者。惟考生只要掌握正常損失須由通過該檢驗點之完好品承擔，而非常

損失應單獨表達之原則，即可迎刃而解。 

考點命中 《高點成本與管理會計講義》第三回P.24釋例，徐錦華老師編撰。 

 

答：  
若正常損失均採詳細分攤法 

(一)原料約當產量：5,500＋1,000×100%＋2,000×100%＋1,000×100%＋500×100%＝10,000 

(二)加工成本約當產量：5,500＋1,000×70%＋2,000×50%＋1,000×100%＋500×100%＝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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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料與加工成本之單位成本分別為：$400,000÷10,000＝$40 

                                  $261,000÷8,700＝$30 

(三)期末在製品成本計算如下： 

第一階段正常損失為2,000×$40＋2,000×50%×$30＝$110,000 

應分攤給所有其他單位(本例假設依實體單位比例分配) 
 
分攤項目 實體單位 實體單位比例 分攤第一階段正常損失之金額 
製造完成 5,500 0.6875 $75,625 
期末在製品 1,000 0.125  13,750 
第二階段正常損失 1,000 0.125  13,750 
第二階段非常損失 500 0.0625   6,875 
合計 8,000 1 $110,000 
 

   由於第二階段之正常損失只有製造完成之產品可承擔，故期末在製品成本為： 

1,000×$40＋1,000×70%×$30＋$13,750＝$74,750 

(四)非常損壞亦不應分攤第二階段之正常損失，故其成本為： 

500×$40＋500×100%×$30＋$6,875＝$41,875 

(五)製成品成本計算如下： 

5,500×($40＋$30) ＋$75,625＋第二階段正常損失1,000×($40＋$30) +$13,750＝$544,375 
 

若第一階段正常損失採忽略法 

(一)原料約當產量：5,500＋1,000×100%＋1,000×100%＋500×100%＝8,000 

(二)加工成本約當產量：5,500＋1,000×70%＋1,000×100%＋500×100%＝7,700 

故原料與加工成本之單位成本分別為：$400,000÷8,000＝$50 

                                  $261000÷7700＝$33.9 

(三)期末在製品成本計算如下： 

1,000×$50＋1,000×70%×$33.9＝$73,730 

(四)非常損壞成本為： 

500×$50＋500×$33.9＝$41,950 

(五)製成品成本： 

5,500×($50＋$33.9)＋第二階段正常損失1,000×($50＋$33.9)＝$545,350 

                                     (調整尾數差後應為$54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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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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