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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 成 本 管 理 导 则

Guide to management of quality related costs

    实施质量成本管理，是为了不断提高质址保证能力，以适宜的质量满足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降低产

品总成本，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并为评定质量体系的有效性、评价质量管理效果、进行质量奖励和企业考

核提供 依据 。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质量成本管理的基本原则、预测与计划、核算与分析、控制与考核以及质量成本报告

的内容和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部门、企业对质量成本的管理。各部门、企业可参照本标准的规定，制定适合本部门、
本企业的具体实施办法。

引用标准

GB 6583. 1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 术语 第一部分
GB门，10300. 5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 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

术语

3.1 质量 quality
    产品、过程或服务满足规定或潜在要求(或需要)的特征和特性总和。

3.2 质量成本 quality related costs
    将产品质量保持在规定的水平上所需的费用。它包括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

失成本，特殊情况下，还需增加外部质量保证成本

3.2.1 预防成本 prevention cost
    用二f预防不合格品与故障等所支付的费用。

3.2.2 鉴定成本 appraisal cost
    评定产品是否满足规定的质量要求所支付的费用。

3.2.3 内部损失成本 internal failure cost

    产品交货前因不满足规定的质量要求所损失的费用。

3.2.4 外部损失成本 external failure cost

    产品交货后因不满足规定的质量要求，导致索赔、修理、更换或信誉损失等所损失的费用。

3.2.5 外部质量保证成本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cost
    为提供用户要求的客观证据所支付的费用。它包括特殊的和附加的质量保证措施、程序、数据、证实

试验和评定的费用(如由认可的独立试验机构对特殊的安全性能进行试验的费用)。

3.3 显见质量成本和隐含质量成本

    按质量成本的存在形成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显见质量成本和隐含质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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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显见质量成本 explicit quality costs
    根据国家现行成本核算制度规定列入成本开支范围的质I1费用，以及由专用基金开支的质量费用。

3.3.2 隐含质量成本 implicit quality costs
    未列入国家现行成本核算制度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也未列入专用基金，通常不是实际支出的费

用，而是反映实际收益的减少，如产品降级、降价、停工损失等

总则

4.1 质量成本属于质量经济学范畴，它包括确保和保证满意的质量时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未达到满意

的质量时所造成的损失。

4.2 质量成本核算工作由国家有关部门、企业财务部门归口管理，在不违背现行成本核算制度的前提

下，采用会计核算为主，统计核算为辅的办法，与现行成本核1)制度的规定相互协调配套。

4.3 显见质量成本按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进行核算;隐含质量成本由有关部门分别统计。

质量成本管理

5.1 实施质量成本管理的原则

5.1.1实施质量成本管理，应以寻求适宜的产品质量成本为手段.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和质量保证能力。

5.1.2 实施质量成本管理，必须使预测、计>M、核算、分析、控制和考核等环节相互协调，互为依据。做到

核算准确，数据可靠，分析透彻，控制有效，考核真实。

5.1.3 实施质量成本管理 必须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质垦职能，以达到适宜的产品质量成本，提高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5.2 组织结构

    实施质量成本管理，应建立管理体系.负责组织、协调、落实质量成本工作和质量改进计划，应配有

专职(兼职)质旦成本核算和管理人员，负责质量成本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处理

5.2.1 I-‘长对质量成本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5.2.2 总工程师对质量成本的综合分析和改进负责。

5.2.3 总会计师对质量成本预测、计划、核3? .经济分析和质量成本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5.2.4 总经济师对质量成本指标的下达、控制、考核及其产生的效益负责。

5.3 职责范围

5. 3.1 财务部门

    a. 制汀年度质量成本计划;

    b.   I}定质垫费用科目;

    c. 组织收集质量成本数据.并进行统计、核P;

    d. 组织质量成本经济分析，定期向领导和质址管理部门提供质量成本经济分析报告和有关资料;

    e. 编制并提供质量成本数据收集、统计、核算及经济分析所需报表。

5.3.2 质堂部门

    a. 组织落实、监督、考核质量成本计划;

    b. 负责质量成本的综合分析工作，定期向领导提供质壁成本报告;

    c. 根据质量成本综合分析结果，制订相应的质量改进计划，并协调各部门组织落实;

    d. 对有争议的质量成本责任作出仲裁

5.3.3 其他部门

    a. 组织落实本部门质量成本计划;

    b 一农集、核算并提供本部门质量成本数据，按期上报;

    c. 提供本部门质量成本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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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质量成本管理实施程序

5.4.1 应对职工进行质量成本管理知识教育;对质量成本管理有关人员如财务人员、质量管理人员进

行质量成本管理业务培训

5.4.2 建立质量成本管理体系，明确职责 为实施质量成本管理提供组织保证。

5.4.3 结合本部门、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质量成本管理办法，使质量成本管理有章可循。

5.4.4 根据质壁成本9标制订质量成本汁划

5.4.5 定期对质量成本的各项费用进行核算和分析。

5.4.6 定期对质量成本进行考核。

5.4. 7 根据质量成本分析编写质量成本报告，为质量改进提供依据。

5.4.8 根据质量成本报告，结合具体情况.确定质4{改进目标及相应的改进措施，并组织落实。调整本

部门、本企业的质量管理工作重点，发挥质量体系的有效性

6 质量成本预测与计划

6.1 确定比较基期和比较基数

    企业应依据实际情况确定比较基期和比较荃数。基期一般应选定具有代表性的某一时期。基期一

经确定.应保持相对稳定。所选定的比较基数应从不同角度说明企业的经营状况、反映企业的管理水平，

并随情况变化对其作出相应调整。比较基数一般有以下几种:

    a. 工时基数，如定额工时等;

    b. 成本基数，如产品成本、质量成本等;

    。 销售额基数，如商品产品销售额等:

    d. 产lit基数.如总产址、工业总产值等。

62 质址成本指标体系

    质量成本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下列指标:

a. 预防成本率(%)=
预 防成本

质 量成 本
X100 (1)

b. 鉴定成本率 (%)=鉴定成本
质量成本

又 100 (2)

c. 内部损失成本率(%)=
内部损失成本
  质量成本

外部损失成本
  质量成本

义 100 (3)

d. 外部损失成本率(%)= X 100 (d)

e. 质量损失率(%)二
内部损失成不+外部损失成本

工业总产值
X 100 (5)

f. 产品成本内部质量损失率(%)=
内部损失成本

  产品成本
X 100 (6)

9. 单位产品质堂成本(元/单位产品)二产品质量成本
  产品产量

(7)

    在进行质量成本的预测、计划、分析与考核时，应结合部门、企业特点以及分析、考核对象和当前的
工作重点，使用不同的比较基数构成相应的质量成本指标，对上述指标适当增删，建立适合本部门、本企

业的质量成本指标体系。

6.3 质量成本预测

    质量成本预测是制定质量成本计划的主要依据，是通过分析各种质里要索与质量成本的依存关系，

对一定时期的质量成本目标 作出长期、中期、短期预测.

    质量成本预测的主要依据:

企业的历史资料;

企业的方针 目标 ;

么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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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国内外同行业的质量成本资料;

    d. 产品生产的技术条件及产品质量要求;

        用户的特殊要求。

6.4 质量成本计划

    制定质量成本计划应与企业综合经营计划、质鱼计划和产品成本计划相协调。

6.4.1 应依据质量成本预测结果，制订质量成本计划。

6.4.2 质量成本计划一般包括:

    a. 单位产品质量成本计划;

    b. 总质量成本计划;

        质量成本构成比例计划;

    d. 质量改进措施和费用计划。

6.4.3 质量成本计划应规定:

    a. 达到的质量成本目标;

    b. 为完成质量成本计划所采取的措施;

    c. 检查与考核质量成本指标。

质t成本科目设皿与核算

了.1 质量成本科目设置

7.1.1 质量成本科目的设置原则

        符合国家现行成本核算制度;

    b. 能够具体反映质R管理和经济核17的要求;

    c. 便于统计、核31、比较、分析.有利于质址改进;

    d. 依据质量费用的用途和发生范围;

    e. 本标准规定的三级科目，各部门、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删。

了.1.2 质量成本科目

7.1.2.1质量成本包括三个级别的科目。一级科目:质量成本;二级科目: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损
失成本、外部损失成本，如有特殊要求增设外部质量保证成本。三级科目参照以下各项的规定。

7.1.2.2 预防成本包括的三级科目

    a. 质量培训费 为达到质量要求或改进产品质量的目的，提高职工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的业

务水平，进行培训所支付的费用;

    b. 质量管理活动费 为推行质量管理工作所支付的费用。如质量管理协会经费、质量管理咨询

诊断费、质量奖励费、质量情报费和为制定质量政策、计划、目标、编制质量手册及有关文件等一系列活

动所支付的费用及质量管理部门的办公费用;

    c. 质量改进措施费 为保证或改进产品质量所支付的费用;

    d. 质量评审费 对本部门、本企业的产品质量审核和质量体系进行评审所支付的费用以及新产

品投产前进行质量评审所支付的费用;

    e. 工资及福利基金 从事质量管理人员的工资总额及提取的职工福利墓金。

7.1.2.3 鉴定成本包括的三级科目

    a 试验检验费 对外购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及外协件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在制品、半成品、产成

品按质量要求进行试验、检验所支付的费用;

    b. 质量检验部门办公费 质量检验部门为开展日常检验工作所支付的办公费;

    c. 工资及福利基金 从事质量试验、检验工作人员的工资总额及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d. 检测设备维修折旧费 检测设备的维护、校准、修理和折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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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损失成本包括的三级科目

    a. 报废损失费 因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达不到质量要求且无法修复或在经济上不值得修复造

成报废所损失的费用，以及外购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在采购、运输、仓储、筛选等过程中因质量问题所
损失的费用;

    b. 返修费 为修复不合格品并使之达到质量要求所支付的费用;

    降级报失费 因产品质量达不到规定的质量等级而降级所损失的费用;

d 停工损失费 因质量原因造成停工所损失的费用;

    e. 产品质量事故处理费 因处理内部产品质量事故所支付的费用。如重新筛选或重复检验等所

支付的费用。

7.1.2-5 外部损失成本包括的三级科目

    a 索赔费 因产品质量未达到标准，对用户提出的申诉进行赔偿、处理所支付的费用;

    b. 退货损失费 因产品质量未达到标准造成用户退货、换货所损失的费用;

    。.折价损失费 因产品质量未达到标准折价销售所损失的费用:

    d 保修费 根据保修规定，为用户提供修理服务所支付的费用和保修服务人员的工资总额及提

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7.1.2.6 外部质量保证成本包括的三级科目

    ，. 质量保证措施费 应用户特殊要求而增加的质量管理费用;

    n. 产品质量证实试验费 为用户提供产品质量受控依据进行质量证实试验所支付的费用;，

    c.评定费 应用户特殊要求进行产品质址认证所支付的费用。
了.2 质量成本核算

    质纸成本核体是质觉成74管理的电要环节

7.2.1质量成本的核算应按质量成本的各级科目进行。显见质量成本按会计科目进行核算.隐含质货
成本按统计项目进行核算。质量成本是显见质堂成本和隐含质量成本之和。

了.2.2 质量成本的核算周期应根据本部门、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如生产特点、产品特点)确定，通常与相

应的产品成本核算周期相一致。

7.2.3 质量成本核算责任归口要便于统计核算与明确责任。根据质量成本科目的具体内容、费用开支

范围和费用发生的区域，将其归口到有关部门，建立核算网点。明确传递程序，进行责任归口管理 部门、

企业的财务部门应建立完善的费用归集、分配体系及相应的费用数据报表。各质量成本归口管理部门应
建立相应的质量成本科目帐户，明确质量成本数据的收集范围和渠道及有关的原始凭证，按期将报表逐

级上报财务部门。

7.2.4 质量成本的开支范围

    a. 为开展质量管理和改进产品质量而消耗的各种原材料、动力、燃料、物品的费用;

    b. 质量管理人员、质量检验人员的工资总额及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及

各种津贴补助;其他从事质星管理、质量检验、售后服务等工作人员按规定计算的工资总额及提取的职

工福利基金;

    C. 质量管理部门和检验部门使用的设备、仪器、仪表的折旧费以及实际支付的中、小修理费，1=1常

维护胶准费和为进行质量管理和质量检验使用的工具、量具等低值易耗品的摊销费用;

    d. 质量管理部门、检验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与质量管理有关的办公费、旅差费、劳保费等;

    e. 因质量不符合要求造成的停工损失、返修、报废、减产、产品降级等内部损失费，以及V-1产品质
量未达到标准造成的对外维修、销售、服务等部门的外部质量损失费;

    f.质量机构对产品质量进行抽查、认证、测试以及对质量体系进行审核、咨询等所支付的费用;

    9. 与质量管理、质量检验和产品质量有关的其他费用和质量奖金

72.5 质量 成本 数据的收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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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从现有的各种会计原始凭证和会计帐户中直接获得;

    b. 从现有的各种会计原始凭证和会计帐户中分析获得;

    。. 从统计原始资料或凭证中分析获得;

    d. 从各种质量原始凭证中分析获得。

7.2.6 质量费用原始凭证与归集

    a. 显见质f0费用原始凭证(会计原始凭证)按会下卜科目归集;

    b. 隐含质量费用原始凭证(统计原始凭id)按统汁项目归集

    质量成本费用归集内容详见附录A(参考件)。

    原始凭证类别内容详见附录B(参考件)。

了.2.了 质量费用的分配

    显见质f费用，按现行产品成本核算办法计入质量成本

    隐含质幼费用中的直接费用直接计入相应的质量成本之中，问接费用分摊到各产品的质量成本之

中。分捧的原则可参照成本核算制度规定的相应原则

质ill成本综合分析和报告

  质量成本综合分析内容:

质址成本构成及趋势分析;

报告期质量成本计划指标执行情况以孕与基期和前期对比分析，分析结果填入附录C(参考
a.

h.

件);

    c. 典型事件分析

8.2 质星成本综合分析结果

    e. 指出报告期内影响质量成本的关键区域和主要因素 明确主攻方向.提出改进措施。

    b. 对ft 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作出定性或定量评价;

    c. 提出下期质量成本工作重点和目标

B.3 质量成本报告

    质量成本报告是质墩 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对上期质量成本管理活动或某一典型事件进行调查、分

析、建议的书面材料。

    质量管理部门应定期向领导提供质量成本报告，使之对质址成本进行监控并与其他经济指标，如总

产值、销售额、利润等联系起来考虑，以便:

    a. 评价质址价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b 发现ids要注意的其他方面;

    c. 确定质最和质量成本的日标。

83.1 质量成本报告内容

    a. 依据质1成本统计、核算结果，计算适当的分析比例，进行质量成本水平分析和质量成本对比

分析，并提出泪应的分析结果;

    b. 分析并提出影响质量成本的关键因索，确定改进措施;

    。. 提6对典型事件的具体分析结果。

8.3.2 质量成本报告有图表式、表格式、叙述式和综合式四种形式。

    报告提出单位应依据实际情况和报送部门的级别，确定质量成本报告的格式和频次以及报告的内

容。

9 质t成本控制与考核

9.1 质星成本控制



GB/T 13339一 91

    质k成本控制应贯穿于质量形成的全过程，它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处置.

9.，门 依据所确定的质量成本目标制订控制计划。

9.1.2 依据质址成本控制目标和控制计划制订井实施具体控制措施。

    按质址成本的发生区域，将质量成本控制目标层层分解，实行归口分级控制，落实控制计划，结合具
体情况，制订措施，实施控制。

9. 2 t1址成本考孩

    依据质址成本计划指标和质量改进计划，对部门、企业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具体考核办法应结合

实际自行制定，作为质量成本管理办法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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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质量成本费用范围归集明细表

          、蚕考1牛)

二级科H 三级科目 归 集 r'; 容 费用开支范围 费用来源

、预防成本 1.质量 培训

费

  为达到质量要求或改进产品

质量的目的，提高职工的质 ftl意

识和质量管理的业务水平进行

培训所支付的赞用

  授课人员和培训人员的有关

书籍费、丈具费、资料费及授课

补助费

企业管理费

z.质量管理一
活动费

一为推行质-twiy所::付的，用
  和为制定质量政策、计划、目标、

  编制质贫手册，及有关文件等一

  系列活动所支付的费用以及质

}量管理部门的办公费

  质量管理协会经费、质量管理

咨询诊断费、质址奖励费,ec.小

组活动费、质量审核费、质量情

报费、印刷费、办公费、差旅费及

有关的行政费

企业管理费、

专用基金、车

间经费

3.质 盆改进

措施费

  为保证或改进产品质童所支

付的费用

  有关的购置设备、工艺研究、

检测手段改进费。包括产品创

优、整顿质蛾的措施费

企业管理费、

车问经费

4. I玉量评 i1;

费

1一下万万二东三不兀一几1硕不
I室核和rfi; }!体派运行评市沂支
  付的费用及新产品评审前进行

  质里评审所支付的费用

}关,' K4ttl费、会··、力、乏/一}
一

一h 1I' }理费

5工 资及福

利基金

  从事质垦管理人员下资总额

及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工资及提取的职工福利墓金 企业管理费、

车间经费

二、鉴定成本 I.试 验检验

费

  对外购原材料、岑部件、元器

件和外协件以及生产过程中的

在制品、坐成品、产成品，按质量

要求进行试验、检脸所支付的费

用

  k托外部检脸和凌定支付的

费用、送俭人员的差旅费、材料

费，能源费、芳保费、破坏性检验

费及有关费用

企业管理费、

车间经费

2.质 量检验

部门办公费

  质墩检验部门为开展日常检

验工作所支付的办公费

力、公费 }企业管理费

3·工 资及福

利荃金

  从事质量试验,检验工作人员

的工资总额及提取的职 工福利

基金

工资及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企业管理费、

车间经费

a.检 侧设 备

维修折旧费

  检测设备的维护.校准、修理

和折旧费

  大修折旧费.中、小修理费，维

护校准费

企业管理费、

车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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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二级 科 目

三、内部损失成

本

三级科目

报 废 损 失

归 集 内 容 费用开支范围

  因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达

不到质量要求且无法修复或在

经济上不值得修复造成报废所

损失的费用，以及外购元器件、

零部件、原材料在采购、运输、仓

储、筛选等过程中因质量间题所

损失的费用

  在生产过程以及在采购、运

输、仓储、筛选 等过程中报废的

产成品、半成品、元器件、零部

件、在制品、原材料费用及人工

费用和能源动力等消耗

  费用来源

基本生产、辅

助生产

返修 费   为修复不合格品并使之达到

质量要求所支付的费用

  人工费及所更换零部件、原材

料的费用

基本生产

3.降级损失}因产品质量达不到规定的质
费 {量等级而降级所损失的费用

  合格品价格与降级品价格之

间的差额损失

基本生产

4.停工 损失

费

  因质最问题造成停工所损失

的费用

停工期间损失的净产值 基本生产、辅

助生产

5.产 品质量

事故处理费

因处理内部产品质量事故所支

付的费用

重复检 验费用 、重新 筛选费用

等

企业管理费、

车 间经 费

、外部损失成 11.索赔费   因产品质量未达到标准，对用

户提出的申诉进行赔偿、处理所

支付的费用

  支付用户的赔偿金(包括罚

金)、索赔处理费及差旅费等

企业管理 费四

本

2.退 货损失

费

  因产品质量未达到标准造成

用户退货 、换货所摄失的 费用

  产品包装损失费、运输费和退

回产 品的净损失等

企业管理 费

3.折价 损失

费

  因产品质量未达到标准折价

销售所损失的费用

销售 价格 与折 价后的 差价 损 }销售

4.保修费   根据保修规定.为用户提供修

理服务所支付的费用和保修服

务.人员的工资总额及提取的职

工福利 基金

  差旅费、办公费、劳保费、更换

零部件成本、所需器材、工具、运

输费用，以及工资总额和提取的

职工福利基金等

企业管理费

五、外部质量保

证成本

1.质 量保证

措施费

应用户特殊要求而增加的质量

管理 费用

企业管理费

2.产品质量

证 实试验 费

  为用户提供产品质量受控依

据进行质量证实试验所支付的

费用

企业管理费

3.评定 费   应用户特殊要求进行产品质

量认证所支付的费用

企业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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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质量费用原始凭证分类

      (参考件 少

以货币支付的成本开支原始凭证

显见质量费用

  原始凭证

(会计原始凭证)
领用物料原始凭证

费用转出

原始凭证

提取折旧及大修基金、计算单、
      材料差异分配单

费用调整

原始凭证

  不合格品、返修损失明细表
        或汇总表

质量管理活动人工费计算单

质
里
费
用
原
始
凭
证

隐含质最费用

  原始凭证

(统计原始凭证)

产品降级、降价损失报告单

质量停工损失报告单

成本外支付其他质量费用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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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质渔成本综合报表

    (参考件)

表 CI 年 月 单位:元

项 目 基 期 本期计划 本期实际

比 较

与基期差额 与计划差额

预防成本

三级科 目

三级科目

三级科目

三级科 目

合 计

鉴定成本

三级科 目

三级科 目

三级科目

三级科目

合 计

内部损失成本

三级科目

三级科 目

三级科 目

三级 科目

合 计

外部汉失成本

三级科目

三级科目

三级科目

三级 科目

合 计

总 计

预防成本率

鉴定成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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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1 单位 :元

项 目 基 期 本期计划 本期实际
比 较

与基期差额 与计划差额

内部报失成本率

外部损失成本率

质量损失率

单位产量质量成本

内部质t扭失率

分析结果:

报表单位: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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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志田、余美芬、姜秀林、李铁男、王久珍、刘中和、刘良荣、徐有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