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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ok cost-bene�t accoun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publishing enterprises. Starting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st and income of boo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costs and bene�ts of books in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of the accounting system of book economic bene�t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scheme for publishing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accounting management, re�ne and optimize economic bene�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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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成本效益核算是出版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图书的成本和收益构成出发，通过对图书在生产和流通中的成本
收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图书经济效益核算的体系设计，为出版企业加强核算管理、细化优化经济效益评估提供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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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版行业历来都是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对出

版企业或出版物进行评价。社会效益是从全社会的宏观角度

来考察出版物给公共群体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多为非量化评

价。而经济效益，是一个量化指标，它体现出版企业或出版

物资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较。准确核算经济效益，对于出

版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图书的经济效益，可以通过生产成本、回款、利润等指

标来核算。因图书具有单品定价低、生产流程长、回款周期长、

生命周期差异大等特点，导致图书的经济效益核算工作异常

复杂。

本文从图书的成本和收益构成出发，通过对图书在生产

和流通中的成本收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图书经济效益

核算的体系设计，为出版企业掌握生产经营状况、制定经营

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为出版企业内部绩效考核提供参考方案。

2 图书成本效益的构成要素

对图书出版的资金投入（即成本）和图书出售后的资金

回收（即收益）进行比较，其差额即为图书出版的经济效益。

当收益大于成本时，经济效益为正，表现为获得利润；反之，

则为负，即发生亏损。在对图书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之前，

首先必须明确成本与收益的构成。

图书成本是图书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

价值和必要劳动价值的货币表现，或者说，就是出版单位在

进行图书的编辑、复制和发行等活动中所支付的费用。它由

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期间费用构成。直接成本包括稿酬及

校订费、租型费用、原材料及辅助材料、制版费用、印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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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费用、出版损失等；间接成本包括编录经费以及其他不

能归于单一出版物的间接成本等；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营业费用等。

图书的经济收益包括销售回款、出版资助、版权收益、

电子书收入、广告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3 图书成本效益核算难点

3.1 成本变动贯穿于图书生产销售全流程

图书从选题策划开始，到三审三校、封面设计、印制、装订、

发行、物流运输等，每一流程都涉及成本项的支出。在此期间，

稿酬、校订费、审稿费、封面设计费、制版费、印装（制作）

费用、原材料及辅助材料费等陆续产生。

当图书进入流通领域，市场反应较好的图书通常需要重

印或再版。而重印或再版又将引起该书多项成本变动 [1]。

第一，印制费用。重印是图书第一次印刷后，没有改动

或改动甚少的再次（或多次）印制。每次重印都会产生材料

费和印制费，但与一版一次相比，制作成本已大大缩减。再

版是对原书作较大修改后排版印制。再版图书的制作成本一

般并不低于或仅稍稍低于初版书。重印或再版的次数越多，

该品种的单书平均成本越低。

第二，稿酬。按照支付方式不同，稿酬可分为版税、一

次性稿酬、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等。版税是作品使用者在一

定期限内，根据被使用作品为其创造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向

著作权人支付的报酬。版税的计算方法是：图书单价 × 图书

印数或销量 × 版税率。也就是说，版税的数额随着图书的印

数或销量的变化而变化。在有些出版合同中还设置了阶梯型

版税，即印数或销量达到不同的区间，适用不同的版税率。

印数稿酬是按照印数支付给著作权人的稿酬。印数越大，支

付的稿酬越多。

第三，其它费用。再版的图书通常会再次产生审稿费、

校对费、封面设计费、制版费等。当然，重印与再版是选题

优质的表现。读者的需求量越大、越持久，重印或再版的次

数也就越多，该品种的单书成本也就越低，图书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也就越好。

3.2 图书的生命周期差异大

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从投入市场到更新换代和退出

市场所经历的全过程。它是产品或商品在市场运动中的经济

寿命，也即在市场流通过程中，由于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以及

影响市场的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商品由盛转衰的周期。

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生命周期包含引入期、成长期、

成熟期、衰退期。图书的市场寿命，不同的品种差异非常大。

某些小说类、人物传记类的常销书，可以在市场上存在几年

甚至几十年，可以反复加印、再版，不断投入市场。如《围

城》初版时间为 1947 年，《平凡的世界》初版时间为 1986 年，

至今仍是动销品种。而一些时效性强的图书，如一年一度的

司法考试用书，考试结束，该书即可退出市场。此外，图书

的生命周期也受读者需求变化、图书被同类读物所替代的速

度、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3.3 在效益核算区间，图书的经济表现不完整

图书的经济效益是编辑部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一

个编辑部的经济效益即为该部门所策划或责编的图书的经济

效益之和。出版社进行内部考核时，一般以年度、半年度、

月度为周期。而在一个周期内，单个品种的经济表现是不完

整的。因为一本书从投入制作到销售回款，通常需要一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而考核周期一般不会超过一年。因此，在

一个考核周期内，有的图书正在制作，只有成本支出，没有

收入；有的图书已投入市场，只有收入，无成本支出；还有

的加印或再版的图书，销售回款与成本支出循环交替发生。

图书品种越多，核算越复杂。

3.4 收入确认时，成本尚未确认

在财务报表上，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成本”反映的是

企业当期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所含的成本，即产品成本。当

出版企业确认图书销售收入时，需结转相应成本，用于核算

当期利润，缴纳当期税费。

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图书的生产成本如印刷费、稿费、

审稿费、校对费等基于各种原因，常常在销售收入形成以前

尚未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会计制度中权责发生制、销

售与成本配比的原则，就需要预先计提生产成本。如何预提

图书成本，使成本趋近于真实值，在实际成本发生时又如何

进行差额管理，这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图书的特点，设计一个

科学合理的核算体系。

4 成本效益核算的体系设计

对图书的成本效益核算管理，是一个系统性设计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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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管理、区间化核算与综合汇总的应用过程。

4.1 图书策划阶段——本量利分析

在图书的选题策划阶段，编辑提出某方面的选题，一

方面是出于文化责任，另一方面则显示出自己的信心，相信

这一选题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自信的基础

应该是对市场信息有充分把握为前提的市场预测。编辑应对

选题的市场前景以及经济上的盈亏，明确提出自己的预测性

意见。

那么，提出预测性意见的依据是什么？怎么定价？印量

多少？出版物的定价，既要考虑出版机构的经济效益，也要

顾及读者群的购买能力。书价定得过高，会影响销量，增加

库存；定得过低，利润减少。印量过大，超出市场的消化能力， 

会徒增库存，图书变为废纸；印量太小，收入不能抵消成本，

无法实现经济效益。

本量利分析是利用成本费用、销售数量、利润三者之间

变量关系的内在规律进行数据测算的。成本费用、销售数量、

利润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利润＝ { 出版物定价

× 发行折扣率 ÷（1 ＋增值税率）－单位成本费用－单位销

售税金 }× 销售数量。在这个式子中，几个因子存在着相互

影响的关系。例如：出版物定价的降低通常会使销售数量有

上升的可能，而销售数量增加，即使费用消耗水平没有改变，

出版物的单位成本费用也会下降；定价的下调会使利润减少，

同时销售数量的增加和单位成本费用的下降又会使利润增加。

本量利分析是以许多假设为前提条件。在具有多个变量

的关系式中，要计算出一个变量的值，必要的前提是已知其

他变量的值。在测算时，一些能确定的已知条件应尽可能代入。

如印张数、字数、稿酬、装订形式、用纸要求、开本、成品

尺寸等等，这些数据越清楚，单书成本费用就会越趋近于实

际值。通过本量利分析，策划编辑可以预测图书的保本销售

量（即保本点），或预测目标利润，或根据目标利润确定出

版物的定价和销售收入。

4.2 图书生产阶段——成本归集

在图书策划阶段的成本效益估算与实际情况不可能完全

吻合，必然存在差异。这是因为进行本量利分析时假设的条

件实际上往往会发生变化。譬如：图书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

的价格，因进货渠道、进货时间不同而不同；印制费用也会

因工厂的变动或工艺的变动而变动；稿酬因选用的付酬方式

和合同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等等 [2]。

在生产阶段，我们需及时归集图书的实际成本。图书成

本的归集，需要区分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期间费用。

直接成本直接反映某一图书品种生产过程的各项支出，

可直接计入该书的生产成本，不需要分摊。一般而言，当图

书入库后，首版的稿酬及校订费、租型费用、原材料及辅助

材料费用、排版费、印装费等这些费用，尽管没有支付，但

已能确认数额。此时，应按照预算成本计提并登记入账，贷

记“应计生产成本”科目，借记“生产成本”科目。待实际

结算时计入“应计生产成本”科目的借方，冲减计提的生产

费用。对已完工的产成品进行成本结转，将图书成本卡上的

数据计算图书成本，编制会计分录，借记“库存商品”科目，

贷记“生产成本”科目。

间接成本是某些虽与出版物的生产有关，但难以明确区

分与哪个具体品种直接有关而只能按一定方法分摊到出版物

的完工产品成本中的各项间接生产费用，包括编录经费和属

于编辑部门支出而不能进入单一出版物品种成本的审稿费、

编选费、设计费等。间接成本可以按总标准印张、按印刷码洋、

按总初版字数等分配方法分配计入相关出版物的成本。例如，

按总标准印张分配，计算公式为：某种图书应负担的间接成

本 = 间接成本总额 ÷ 本期出版图书的总印张 × 某种图书的

总印张。

期间费用是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不能直接归属于某个特

定产品的成本而须从当期收入中扣除的费用。这些费用在会

计处理里一般不直接计入产品的生产成本，而是一次性在当

期收入中直接扣除，但在预测或核算某本图书的全部成本、

费用时，应该将它们按一定方式分摊计入。期间费用包括管

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营业费用。

4.3 图书销售阶段——差额管理

图书的销售可能发生在成本归集之后，也可能发生在成

本归集之前。有些征订的图书甚至还没印制成书就已收到购

书款，图书成本结转提前发生。当图书的生产成本尚未齐全，

不能计算出图书真实的成本单价时，我们需要一个 “预估成

本单价”。

预估成本单价可以取策划阶段本量利分析中的值，也可

按照“图书定价×图书类别对应的成本比率”估算出来一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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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在印制完成后，按照“已归集的成本费用总计÷印刷正量”

计算出预估值。重要的是，在后续阶段，必须进行差额管理。

我们可以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在每次成本变动记录确认时，

自动触发该图书的单书成本重算，更新成本单价，并依此对

生产成本、库存成本、主营成本进行差额调整。

4.4 效益核算阶段——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是相对于收付实现制而言的。按照权责发生

制原则，凡是本期已经实现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

用，不论其款项是否已经收付，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处理；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

收付，都不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而收付实现制是以款

项是否收付作为确认本期收入和费用的标准。相比而言，图

书的成本效益核算依照收付实现制程序会比较简单，但依权

责发生制，以应收应付为标准来作收入和费用的归属、配比，

计算出来的盈亏会更为准确。

出版社内部核算周期通常以月、半年、年度为单位。而

图书的生产流程较长，通常跨越多个核算周期，重印或再版

的图书更是如此，成本支出和回款收益循环交替发生。图书

的损益记录需分期进行，每期的损益计算理应反映所有属于

本期的真实经营业绩，收付实现制显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因此，对编辑部门或编辑的效益核算，运用诸如应收、应付、

预提、待摊等项目来记录会计要素的权责发生制能更加准确

地反映特定会计期间实际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而对单个图书品种的效益评估，既要考虑其在特定会计

期间的经济表现，更要贯穿整个生命周期来综合考量其作为

一个文化产品的传播价值和社会贡献。

5 结语

加强图书成本效益核算管理是出版社内部管理的重要内

容。成本效益核算正确与否对财务管理的成本决策和经营决

策产生重大影响。一个科学合理的成本效益管理和核算体系

可以提高出版企业的管理效益，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有利于出版社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精神产品，

有利于出版企业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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