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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建立健全氯碱工业成本核算体系，指导和规范氢氧化钾生产企业开展相关成本核算工作，促

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是 T/CCASC 4003《氯碱工业成本核算方法》的第 1 部分，T/CCASC 4003 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 1 部分：氢氧化钾。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负责管理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氯碱工

业协会（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186 号天津电子科技中心 1105 室；邮编：300192；电话

022-27428286），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瑞达泰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昌邑海能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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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工业成本核算方法 第 1 部分 氢氧化钾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氢氧化钾、液氯以及合成盐酸产品成本核算指标的选取及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的氯碱企业氢氧化钾、液氯和合成盐酸产品成本核算指标

的计算与考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9 工业氢氧化钾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 29116 工业企业原材料消耗计算通则

T/CCASC 4001-2021 氯碱工业技术经济核算工作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解单元 electrtric-chemical unit（ECU）

电解生产过程中由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组成的电化学装置。产品的最终表现形式为 100%氢氧

化钾。

注：根据测算，每个电解单元可产生 1单位氯气及 1.577（1/0.634）单位氢氧化钾（折 100%计算）或每个电解

单元可产生 1单位氢氧化钾（折 100%计算）及 0.634 单位氯气；对于不加高纯盐酸的电解槽，每个电解单元可产生

1单位氯气及 1.587（1/0.630）单位氢氧化钾（折 100%计算）或每个电解单元可产生 1单位氢氧化钾（折 100%计算）

及 0.630 单位氯气。

3.2

电解碱 electrolytic alkali

电解单元产出的电解碱液。

3.3

生产界区 production boundary

从物料经计量进入生产工序开始，到成品计量入库为止的整个产品生产过程。

注：生产界区由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设施三部分组成。

3.3.1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6FE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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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系统 production system

从物料经计量并进入生产装置前的一级输送设备到成品包装入库为止的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

艺过程和设备。

3.3.1.1

氢氧化钾生产系统 potassium hydroxide production system

从氯化钾经计量并进入化盐桶前的一级输送设备、电解用交流电经计量进入整流变压器开始，

到氯气、氢气经处理送出和成品氢氧化钾包装入库为止的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艺过程和设备。

3.3.1.2

液氯生产系统 liquid chlorine production system

从氯气经计量并进入液化设备开始，到成品液氯（包括：钢瓶、槽车、管道）包装入库为止的

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艺过程和设备。

3.3.1.3

合成盐酸生产系统 synthetic hydrochloric acid production system

从氯气、氢气经计量并进入氯、氢合成设备开始，到成品合成盐酸（包括：槽车、储罐）包装

入库为止的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艺过程和设备。

3.3.2

辅助生产系统 auxiliary production system

为生产系统工艺装置配置的工艺过程、设施和设备。

注：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机修、供水、供汽、采暖、制冷、循环水、压缩空气、氮气、仪表和厂内

原料场地以及安全、环保等装置用能系统、设施和设备。

3.3.3

附属生产系统 affiliated production system

为生产系统专门配置的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注：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室、操作室、休息室、更衣室、盥洗室、中控分析、成品检验、维修及维护、实验

及修补等用能系统、设施和设备。

3.4

成品 finished product

报告期内已经完成全部生产过程的产品，经过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计量准确、包装完整，

办妥入库手续的产品。

3.5

半成品 semi-finishe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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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已经完成了一个或几个工序的生产过程，经中控检验合格，办完移交手续，

但仍需进一步加工的产品。

3.6

在制品 work in process

尚未完成产品生产过程，正处于各工序加工过程中的产品，或在工序内已加工完毕尚未检验，

或检验完毕尚未办理移交手续的产成品，以及虽已完成全部生产过程，但未检验入库的产品。

3.7

联产品 co-product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同时产出的副产品。

3.8

制造费用 manufacturing cost

企业为了组织生产和管理、提供劳务和保证生产正常进行，在产品制造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间

接费用。

注：制造费用：包括企业生产部门发生的间接材料费、间接人工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低值易

耗品、其他支出、修理费、水电费、劳动保护费、国家规定的有关环保费用、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等。

4 物料消耗核算要求

4.1 核算原则

4.1.1单位产品物料消耗量的核算要求按照 GB/T 29116、GB/T 12723 及 T/CCASC 4001-2021 5.4.7

规定进行计算。

4.1.2凡在氢氧化钾、液氯和合成盐酸生产及修理、开停车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

燃料、动力、水、汽等，均应列入相应产品范围内计算单耗。

4.1.3 车间收入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等的数量，以供应仓储部门交付并经车间验收的数量为

准，凡在交付车间前的一切厂内、外运输、储存过程中损耗的由供应仓储部门按途耗、库耗处理，

不计入产品耗用量内。

4.1.4单位产品物料消耗的核算按实际消耗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

4.1.5以电解单元（ECU）为核算主线，采用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并列核算的原则，氢氧化钾产量

应折 100%计算。

4.1.6 在核算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单位产品物料消耗量和成本时，应先计算电解单元单位产品物

料消耗量及成本，然后按照电解碱 85%、氯气 13%和氢气 2%的分离系数，分别计算电解碱、氯气和

氢气的单位产品物料消耗量及成本，如氢气不作为独立的产品，则只计算电解碱 85%和氯气 15%。

4.1.7 氢氧化钾生产界区内系统自用的氢氧化钾应计算在电解单元电解氢氧化钾生产量中，不计算

在分离后电解氢氧化钾生产量中，自用氢氧化钾所消耗的一切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和成本

费用等均由电解氢氧化钾入库产量及成品氢氧化钾负担。

4.1.8氢氧化钾单位产品物料消耗量分为盐水、电解、蒸发和固碱四步平行计算。

4.1.9 氢气产量应根据氢气流量计计算产量，条件不具备的企业按照每吨电解氢氧化钾生产 200 m
3

的氢气（标准状态），通过本期电解单元电解碱产量（折 100%计算）进行计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9%80%A0%E8%B4%B9%E7%94%A8/10431052?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9%80%A0%E8%B4%B9%E7%94%A8/10431052?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A%E5%AE%9A%E8%B5%84%E4%BA%A7%E6%8A%98%E6%97%A7/34584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5%BD%A2%E8%B5%84%E4%BA%A7%E6%91%8A%E9%94%80/93456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9%80%A0%E8%B4%B9%E7%94%A8/10431052?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9%80%A0%E8%B4%B9%E7%94%A8/10431052?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9%80%A0%E8%B4%B9%E7%94%A8/10431052?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9%80%A0%E8%B4%B9%E7%94%A8/10431052?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7%94%B5%E8%B4%B9/107726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B3%E5%8A%A8%E4%BF%9D%E6%8A%A4%E8%B4%B9/5504983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6FE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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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选取

根据T/CCASC 4001-2021 5.4要求，氢氧化钾、液氯及合成盐酸产品开展技术经济核算工作需选

取的指标如表1所示。

表 1 氢氧化钾、液氯及合成盐酸产品技术经济核算指标选取表

产品 产量指标 单位产品物料消耗指标

氢氧化钾

实际产量

入库产量

电解碱生产产量

浓碱产量

固碱产量

氯化钾；

交流电（直流电）、水、蒸汽、动力电

及其它原材料

液氯
实际产量

入库产量

氯气；

动力电、水、蒸汽

合成盐酸
实际产量

入库产量

氯气、氢气；

动力电、水、蒸汽

4.3 工作要求

按照T/CCASC 4001-2021 4.1 工作基础和4.3 工作内容，建立和完善企业技术经济核算工作。

4.4 计量规定

氢氧化钾、液氯及合成盐酸产品开展技术经济核算及成本核算涉及的计量项目、单位、规格、

单价和小数位数需遵循表2、表3、表4和表5所示。

表 2 氢氧化钾、液氯、合成盐酸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

名 称 单位 折算规格
小 数 点

单 耗 总 量

氢

氧

化

钾

固体氢氧化

钾
ｔ KOH100% — 三位

液体氢氧化

钾
ｔ KOH100% — 三位

精 盐 水 ｔ KCl100% 三位 三位

粗 盐 水 ｔ KCl100% 三位 三位

氯 气 ｔ 实物 — 三位

氢 气 10
3
m
3

标准状态 — 整数

电 解 碱 ｔ KOH100% 三位 三位

浓 碱 ｔ KOH100% 三位 三位

过滤盐水 ｔ KCl100% 三位 三位

二次盐水 ｔ KCl100% 三位 三位

淡 盐 水 ｔ KCl100% 三位 三位

液 氯 ｔ 实物 三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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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盐酸 ｔ 实物 三位 三位

表 3 氢氧化钾原材料、燃料、动力、辅助材料及单价

名 称
单 位 折 算

规 格

小 数 点

单 耗 总 量 单 耗 总 量 单 价

原 盐 kg／ｔ ｔ KCl 100% 零位 三 位 二 位

碳酸钾 kg／ｔ ｔ K2CO3100%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高纯盐酸 kg／ｔ ｔ 31%实物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合成盐酸 kg／ｔ ｔ 31%实物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自 用 碱 kg／ｔ ｔ KOH100%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亚硫酸钾 kg／ｔ ｔ —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a-纤维素 kg／ｔ ｔ —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螯合树脂 kg／ｔ ｔ — 三 位 三 位 二 位

电

解

电

直流实耗 kW·h／ｔ kW·h — 零 位 零 位 —

直流折算 kW·h／ｔ kW·h — 零 位 零 位 —

交 流 电 kW·h／ｔ kW·h — 零 位 零 位 四 位

动 力 电 kW·h／ｔ kW·h — 零 位 零 位 四 位

蒸 汽 ｔ／ｔ ｔ — 三 位 零 位 二 位

纯 水 ｔ／ｔ ｔ —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新 水 ｔ／ｔ ｔ —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其 他 水 ｔ／ｔ ｔ —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燃 料 油 kg／ｔ ｔ 实物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燃 料 煤 kg／ｔ ｔ 实物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燃 料 气 m3／ｔ 103m3 标准状态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熔 盐 kg／ｔ ｔ —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硫 酸 kg／ｔ ｔ 98%实物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包 装 物 套／ｔ 套 —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表 4 液氯原材料、燃料、动力、辅助材料及单价

名 称
单 位 折 算

规 格

小 数 点

单 耗 总 量 单 耗 总 量 单 价

氯 气 kg/t ｔ 实物 零 位 三 位 二 位

制 冷 剂 kg/t ｔ 实物 二 位 三 位 二 位

动 力 电 kW·h/t kW·h 实物 零 位 零 位 四 位

蒸 汽 ｔ/t ｔ 实物 三 位 零 位 二 位

新 水 ｔ/t ｔ 实物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其 他 水 ｔ/t ｔ 实物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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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合成盐酸原材料、燃料、动力、辅助材料及单价

名 称
单 位 折 算

规 格

小 数 点

单 耗 总 量 单 耗 总 量 单 价

氯 气 kg/t ｔ 实物 零 位 三 位 二 位

氢 气 m
3
/t 10

3
m
3

标准状态 零 位 三 位 二 位

动 力 电 kW·h/t kW·h 实物 零 位 零 位 四 位

蒸 汽 ｔ/t ｔ 实物 三 位 零 位 二 位

纯 水 ｔ/t ｔ 实物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新 水 ｔ/t ｔ 实物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其 他 水 ｔ/t ｔ 实物 二 位 零 位 二 位

注1：纯水：指无离子水软水或除盐水；新水：指外购或自采的一次水；其他水：指除上述水以外

的水。

2：使用的盐酸分高纯盐酸和合成盐酸，浓度一样，高纯盐酸用纯水吸收，合成盐酸使用新水吸收。

3：仪表气、氮气、压缩空气、冷冻水等公用工程未列入表中，核算不论是自产的、还是外购的，

均以费用的方式在成本中核算。

4：燃料油（煤、气）指生产固体氢氧化钾时耗用。

5：电解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型号的膜均以费用的方式在成本在核算。

6：制冷剂根据企业生产实际使用情况自行核算。

5 物料消耗计算方法

5.1 产量指标

5.1.1 产量指标，氢氧化钾、液氯和合成盐酸的本期实际产量，按公式（1）计算：

P=P1+P2-P3……………………………………………………………………………………………（1）

式中：

P----本期实际产量，单位为吨（t）；

P1----本期入库总量，单位为吨（t）；

P2----期末结存量，单位为吨（t）；

P3----期初结存量，单位为吨（t）。

5.1.2.电解单元电解氢氧化钾、分离后电解氢氧化钾、浓氢氧化钾、液（固）碱、氯气和氢气生产

量的核算

5.1.2.1电解单元生产量即电解单元分离前电解碱生产量，同时等于电解单元分离后电解碱生产量，

由输送成品的 30%液碱和进入蒸发工序的电解碱及自用碱组成，分离后电解碱生产量不含自用碱。

电解单元电解碱生产量、分离后电解碱生产量，按公式（2）计算：

Pe=Pa+Pb+Pc+Pg-Pf……………………………………………………………………………………（2）

式中：

Pe----本期电解碱生产量，单位为吨（t）；

Pa----本期电解碱入库量，单位为吨（t）；

Pb----本期转蒸发工序电解碱数量，单位为吨（t）；

Pc----本期自用碱数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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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本期电解碱期初结存数量，单位为吨（t）；

Pg----本期电解碱期末结存数量，单位为吨（t）。

5.1.2.2 浓碱生产量即本期蒸发工序生产的浓碱量，由两部分组成：输送成品的高浓度液碱和下工

序用于生产固碱的浓碱量，按公式（3）计算：

Plc=Po+Pp+Pg1-Pf1…………………………………………………………………………………（3）

Plc----本期浓碱生产量，单位为吨（t）；

Po----本期浓碱入库量，单位为吨（t）；

Pp----本期转固碱工序浓碱数量，单位为吨（t）；

Pf1----本期浓碱期初结存数量，单位为吨（t）；

Pg1----本期浓碱期末结存数量，单位为吨（t）。

5.1.2.3液碱产量即本期生产的液碱生产量，按公式（4）计算：

Ps=Pt+Pg2-Pf2…………………………………………………………………………………………（4）

Ps----本期液碱生产量，单位为吨（t）；

Pt----本期液碱入库量，单位为吨（t）；

Pf2----本期液碱期初结存数量，单位为吨（t）；

Pg2----本期液碱期末结存数量，单位为吨（t）。

5.1.2.4 固碱生产量的计算同公式（4）。

5.1.2.5 氯气、氢气产量的核算，应根据氯气、氢气流量计计算氯气、氢气产量。计量条件不具备

的企业按公式（5）计算：

PCl=Pe×KCl或 Ph=Pe×Kh……………………………………………………………………………（5）

PCl----本期氯气生产量，单位为吨（t）；

Ph----本期氢气生产量，单位为千立方米（10
3
m
3
标准状态）；

Pe----本期电解单元电解碱生产量，单位为吨（t）；

KCl----电解单元吨电解碱产氯气系数，KCl=0.634 t/t，（不加高纯盐酸的电解槽按KCl=0.630 t/t

计算）；

Kh----电解单元吨电解碱产氢气系数，Kh=200 m
3
/t（标准状态）。

注：以上数据均按100%氢氧化钾折算后进行计算。

5.2 单位产品物料消耗指标

5.2.1 氢氧化钾单位产品物料消耗指标

5.2.1.1 氯化钾消耗核算

5.2.1.1.1 盐水电解部

盐水电解部氯化钾消耗的核算过程按下列步骤和要求进行：

a)盐水工序期初结存盐量 = 盐水工序上期期末结存盐量

b)本期投入氯化钾量 =经计量后车间领用的氯化钾实物量×氯化钾KCl平均含量（%）

c)盐水工序期末结存盐量 =（粗盐水+精盐水）期末结存盐量+氯化钾期末结存量+淡盐水期末结

存总盐量

d)盐水工序转入电解部盐量 =a)+b)-c)

e)电解期初结存盐量 = 电解部上期期末结存盐量

f)电解期末结存盐量 = 电解槽内期末结存总盐量（常数）+（过滤器和过滤盐水储槽内+树脂塔

和二次盐水储槽内+淡盐水储槽内 + 一次盐水储槽内）期末结存总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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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转电解盐量=d)+e)-f)

5.2.1.1.2 蒸发部

蒸发部氯化钾消耗的核算过程按下列步骤和要求进行：

a)蒸发部期初结存盐碱量=蒸发部上期期末结存盐碱量。

b)蒸发部收入碱盐量=电解部转来碱盐量。

c)蒸发部期末结存碱盐量=蒸发部期末结存的电解碱总盐碱量+浓碱期末结存总碱盐量。

d)蒸发部转成品部碱盐量=a)+b)-c)

5.2.1.1.3 核算氯化钾消耗时，要求先计算折 100%氯化钾消耗，然后再根据当期氯化钾平均含量折

算出相应的实物氯化钾消耗。

5.2.1.2 电解交流电（直流电）、蒸发和固碱工序水、动力电、蒸汽、气及其它原材料的核算

电解、蒸发和固碱各项能源动力及其他物料的核算过程按下列步骤和要求进行：

5.2.1.2.1 电解交流电（直流电）、水、动力电、蒸汽、气消耗

a)期初结存 = 上期期末抄表数

b)本期耗用量 = 本期期末抄表数-上期期末抄表数

5.2.1.2.2 其它原材料消耗

a)期初结存 = 上期期末结存

b)本期投入量 = 经计量后车间实际投入生产过程的数量

c)期末结存=本期末盘点结存（按系数折算）

电解碱期末结存系数 = 电解碱期末结存量÷本期电解碱生产量

d）本期耗用量 = a)+b)-c)

5.2.1.3 电解单元电解碱、分离后电解碱、氯气、氢气、液（固）碱成品单耗的计算

5.2.1.3.1 电解单元电解碱单耗的核算（分离前）按公式（6）计算：

DHdj=Wdj/Pe……………………………………………………………………………………………（6）

式中：

DHdj----电解单元电解碱单耗，单位为千克每吨（kg/t）、吨每吨（t/t）或千瓦时每吨（kW·h/t）；

Wdj----电解单元物料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吨（t）或千瓦时（kW·h）；

Pe----电解单元电解碱生产量，单位为吨（t）。

5.2.1.3.2 分离后电解碱单耗的核算，按公式（7）计算：

DHdjf=Wdjf/Pef…………………………………………………………………………………………（7）

式中：

DHdjf----分离后电解碱单耗，单位为千克每吨（kg/t）、吨每吨（t/t）或千瓦时每吨（kW·h/t）；

Wdjf----分离后电解碱物料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吨（t）或千瓦时（kW·h）；

Pef----分离后电解碱生产量，单位为吨（t）。

5.2.1.3.3 分离后电解氯气或氢气成品单耗的核算，按公式（8）计算：

DHCl=WCl/PCl 或 DHh=Wh/Ph……………………………………………………………………………（8）

式中：

DHCl----电解氯气成品单耗，单位为千克每吨（kg/t）、吨每吨（t/t）或千瓦时每吨（kW·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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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l----电解氯气物料消耗量，单位为单位为千克（kg）、吨（t）或千瓦时（kW·h）；

PCl----电解氯气生产量，单位为吨（t）。

或式中：

DHh----电解氢气成品单耗，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吨每立方米（t/m

3
）或千瓦时每立

方米（kW·h/m
3
）；

Wh----电解氢气物料消耗量，单位为单位为千克（kg）、吨（t）或千瓦时（kW·h）；

Ph----电解氢气生产量，单位为千立方米（10
3
m
3
）。

5.2.1.3.4 液（固）碱成品单耗，按公式（9）计算：

DHy（g）=Wy(g)/Pt………………………………………………………………………………………（9）

式中：

DHy(g)----液（固）碱成品单耗，单位为千克每吨（kg/t）、吨每吨（t/t）、千瓦时每吨（kW·h/t）、

立方米每吨（m
3
/t）或套每吨（套/t）

Wy(g)----液（固）碱成品物料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吨（t）、千瓦时（kW·h）、千立方

米（10
3
m
3
）或套（套）；

Pt----液（固）碱成品生产量，单位为吨（t）。

5.2.1.3.5 物料消耗量指电解单元（电解碱）生产过程中所耗用的各项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及

水、电、气、蒸汽等。

5.2.1.3.6 液（固）碱成品物料消耗量：各项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及水、电、气、蒸汽等=蒸发

转出的各项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及水、电、蒸汽等+液（固）碱工序本期消耗的各项原材料、燃

料、辅助材料及水、电、气、蒸汽、包装物等。

5.2.1.3.7 氯气、氢气的物料消耗量包括氯气、氢气处理工序的原材料及水、电、汽等。

5.2.2 液氯单位产品物料消耗指标

5.2.2.1 液氯实产量耗氯气的核算

5.2.2.1.1完全具备氯气计量条件的单位，应按计量的数据为计算依据，按公式（10）计算：

DHCl=WCl/PCl…………………………………………………………………………………………（10）

式中：

DHCl----氯气单耗，单位为千克每吨（kg/t）；

WCl----本期氯气实际投入量，单位为吨（t）；

PCl----本期液氯生产量，单位为吨（t）。

5.2.2.1.2不具备计量条件的单位采用以下方法按公式（11）计算：

DHCl=(PCl+ΔCl)/PCl…………………………………………………………………………………（11）

式中：

DHCl----氯气单耗，单位为千克每吨（kg/t）；

PCl----本期液氯生产量，单位为吨（t）；

ΔCl----本期液氯损失量，单位为吨（t）。

5.2.2.2 液氯成品产量耗氯气的核算

液氯成品产量耗氯气的核算过程按下列步骤和要求进行：

5.2.2.2.1 完全具备氯气计量条件的单位，应按计量的数据为计算依据，则氯气的单耗千克每吨

（kg/t）为：

a)氯气单耗（kg/t） = { 本期氯气实际投入量+(期初－期末)结存数 }÷本期液氯入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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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期初结存数 = 上期实际 Cl2单耗 × 上期期末液氯结存量

c)期末结存数 = 本期实际 Cl2单耗 × 本期期末液氯结存量

5.2.2.2.2不具备计量条件的单位采用以下方法进行计算，则氯气的单耗千克每吨（kg/t）为：

氯气单耗（kg/t） =（本期液氯入库量+液氯损失量）÷本期液氯入库量

液氯损失量指包装或气化过程中氯气、液氯的损失量。具备计量条件的企业按计量数据核算，

不具备计量条件的企业按 1:1 进行核算。

5.2.2.3 其它物料单耗的核算

计算方法同氯气单耗 5.2.2.1、5.2.2.2 的计算方法。

5.2.2.4 动力电单耗核算

液氯成品产量耗动力电的核算过程按下列步骤和要求进行：

实际动力电单耗核算 (kW·h/t) = 本期动力电实际耗用量÷本期液氯实际产量

成品动力电单耗核算(kW·h/t) =｛本期动力电实际耗用量 + （期初－期末）动力电｝÷本期

液氯入库量

期初动力电 = 上期实际动力电单耗 × 上期期末液氯结存量

期末动力电 = 本期实际动力电单耗 × 本期期末液氯结存量

5.2.2.5 水、蒸汽单耗的核算：计算方法同动力电单耗 5.2.2.4 的计算方法。

5.2.3 合成盐酸单位产品物料消耗指标

合成盐酸单位产品物料消耗的核算同5.2.2液氯单位产品物料消耗指标的核算。

6 成本核算

6.1 核算原则

6.1.1 成本核算原则：指进行成本核算时应当遵循的包括但不限于合法性原则、可靠性原则、相关

性原则、重要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分期核算的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按实际成本计价的原则等

规范或规则。

6.1.2 按月结算成本。

6.1.3 物料消耗的核算按实际消耗数据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实际成本。

6.1.4 发生的成本费用核算，按权责发生制以各步实际受益分配为原则计算，对共同性费用，采用

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

6.1.5物料消耗计价及完工产品成本按实际成本计价的原则计算。

6.1.6成本结转按月末加权平均计算单位成本。

注：加权平均单位成本=[月初库存存货的实际成本+∑(本月各批进货的实际单位成本×本月各批进货的数

量)]/(月初库存存货数量+∑本月各批进货数量)。

本月发出存货的成本=本月发出存货的数量×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月末库存存货的成本=月末库存存货的数量×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6.1.7 加强定额、原始记录和计量等基础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各项物资的计量、检验、收发、领、

退和清查盘点制度，为成本核算提供确切的数据。

6.2 成本项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6%B3%95%E6%80%A7%E5%8E%9F%E5%88%99/127184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80%A7%E5%8E%9F%E5%88%99/104530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80%A7%E5%8E%9F%E5%88%99/104530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8%87%B4%E6%80%A7%E5%8E%9F%E5%88%99/107237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3%E8%B4%A3%E5%8F%91%E7%94%9F%E5%88%B6%E5%8E%9F%E5%88%99/1047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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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其他直接支出、制造费用和扣除联副产品。

6.3 成本计算

6.3.1 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成本的计算

6.3.1.1 直接材料的计算

6.3.1.1.1 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及水、电、气、蒸汽、包装物等消耗量的计算

按 5.2.1 中相关规定的条款执行。

6.3.1.1.2 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及水、电、气、蒸汽、包装物等价格的计算

a）原材料（包括氯化钾、碳酸钾、盐酸、氯化钡、自用碱、亚硫酸钾、α-纤维素、螯合树脂、

包装物）、燃料油、气煤等，按不含税实际价格计算成本。

b）原材料及辅助材料的成本应包括不含税实际购买价款、进口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转驳费、

保险费、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及大宗原料氯化钾的定额内合理库耗和加工

整理费用。

c）自用碱、自用高纯碱可按上月实际成本计算。

d）水、电（包括电解电）、气和蒸汽均按当月实际成本计算。电价包括不含税购入价、线路损

失、变配电损失、整流损失和变电部门的费用以及按规定开支的节电奖。

6.3.1.1.3 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及水、电、气、蒸汽、包装物等计量和计价单位的规定

按 4.1.4 表 2、表 3执行，单位成本一律计算到小数点后二位。

6.3.1.2 直接人工薪酬的计算

6.3.1.2.1 基本生产车间从事生产活动的员工发生的直接人工，包括各类工资、奖金、津贴、福利

费、保险、公积金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6.3.1.2.2 实际发生的直接人工薪酬，直接计入各步（工序）的成本项目，如生产两种以上产品，

应按所在工序岗位的人员比例进行分配。

6.3.1.3 其他直接支出的计算

6.3.1.3.1离子膜：不构成固定资产，作为费用计入成本。为使成本均匀，可按合理定额或使用寿

命，分期在成本中摊提，尾数在最后月份调整。离子膜费用分期摊提方法按公式（12）计算：

Mft= Mz/N 或 Mft= Mz/Pdj………………………………………………………………………（12）

式中：

Mft ——离子膜摊提费用，单位为元/年（元/a）、元/吨（元/t）；

Mz ——投入的离子膜总费用，单位为万元；

N ——离子膜预估使用年限，单位为年（a）；

Pdj——电解单元电解碱生产量，单位吨（t）。

6.3.1.4 制造费用计算

6.3.1.4.1 间接人工薪酬：指除直接生产工人以外生产部门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分析检验

人员、维修保全工人和其他辅助工人的工资、奖金、津贴、福利费、保险、公积金以及其他相关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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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4.2折旧费：指车间（分厂）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按规定折旧率计提的折旧费。

6.3.1.4.3办公费：指车间（分厂）范围内的文具、印刷、邮电、办公用品和差旅费等费用。

6.3.1.4.4水电费：指车间（分厂）范围内的非生产用水和照明电费用。

6.3.1.4.5取暖费：指车间（分厂）范围所支付的取暖费用。

6.3.1.4.6租赁费：指自外部租入各种设备、工具而支付的租金。

6.3.1.4.7 机物料消耗：为维护正常生产而耗用的消耗性材料，如麸皮、各种润滑油（脂）、橡胶

制品、玻璃器皿、分析药品、盘根、棉纱、灯泡、电筒、电池、清扫用具等。

6.3.1.4.8低值易耗品：指车间（分厂）范围内的生产和管理用的低值易耗品按规定摊销的费用。

6.3.1.4.9 劳动保护费：指按规定发放的劳动保护用品、保健食品、清凉饮料等，也包括不构成固

定资产的安全、卫生、通风装置等。

6.3.1.4.10排污费：指车间（分厂）按环保部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而支付的排污费用和处理三废发

生的费用。超标排放被环保部门罚款的支出不在本项目列支，而在企业营业外支出科目中列支。

6.3.1.4.11试验检验费：公司内部发生的产品试验费用、质检化验用品、药品、仪器消耗的费用。

6.3.1.4.12运输费：生产及相关部门车间内的转运费用。

6.3.1.4.13其他：指不能列入以上各项目的其他费用。

6.3.1.4.14制造费用的分配：按实际受益分配的原则，凡能直接计入各步的费用一律直接计入，不

能直接计入的公共费用，按合理的比例分摊。

a）按各步（工序）的生产工人人数比例分配[适用于车间（分厂）办公室的费用]。

b）按对各步（工序）的劳务比例分配[适用于保全组、分析室发生的各种费用]。

c）在正常生产情况下，也可根据上述原则，求得固定比例分配。

d）分配标准确定后，不应随意变动，要保持相对稳定，便于对比分析。

6.3.1.5 扣除联副产品的计算

6.3.1.5.1 凡对外出售的联副产品，应以当月实际销售数量及单位售价（不含税）的乘积直接在成

本表中单列扣除。

6.3.1.5.2 联副产品当月实际入库量应正确予以反映，不能以实际销售量视作入库量处理，入库成

本按可变现价值扣除税金后确定。

6.3.1.6 联产品成本的计算

6.3.1.6.1 联产品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的成本计算以电解单元成本计算为起点，首先计算电解单

元各项物料总消耗和总成本费用，然后根据规定的电解单元联产品成本分离系数对各项物料消耗和

成本费用逐项进行分离计算，分离系数一旦确定后，不应随意变动，要保持相对稳定，便于对比分

析。

6.3.1.6.2 在核算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单位产品物料消耗量及成本时，根据 6.3.1.6.1 电解单元

以分离的联产品各项物料消耗和成本费用分别计算电解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的单位产品物料消耗

量及成本费用，母项分别是电解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的产品产量，要求氢氧化钾产量需折 100%计

算。

6.3.1.6.3 电解单元成本计算是反映盐水电解后直接生成的电解氢氧化钾碱液、氯气和氢气三种物

质的综合成本。

6.3.1.6.4 对于氢氧化钾采用平行结转分步法进行核算。离子膜法电解氢氧化钾分电解、蒸发和固

碱三步计算成本。

6.3.1.6.5 氯气或氢气成本核算，根据电解单元成本按规定系数分离后的氯气或氢气成本加上干燥

处理成本费用之和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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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6.6当氢气不作为独立的产品分离时，应作为成本的联副产品减项，直接在成本中扣除。

6.3.1.7 在产品成本计算

6.3.1.7.1 在产品是指没有完成全部生产过程或未办理入库手续的产品，包括正在生产过程中的在

产品和各工序结存的半成品，计算方法如下：

a）盐水：以月末盐水实际盘存量计算在产品成本。

b）电解碱液：以月末各工序电解氢氧化钾液结存量分别按氢氧化钾浓度折成 100%计算。

c）浓碱液：以月末蒸发工序未配制和未分析入库的浓碱液结存量（包括蒸发器、贮槽以及冷却

澄清槽内结存量）折成液碱标准实物规格计算。

d）固碱：以月末在制片过程中碱液和包装而未办理入库手续的成品碱的结存量，折成固碱标准

实物规格计算。

6.3.1.7.2期末在产品成本按公式（13）或（14）计算：

Cbqm=Cbz×Pydqm/（Prk+Pydqm-Pydqc）……………………………………………………………（13）

式中

Cbqm——期末在产品成本,单位元/吨（元/t）；

Cbz ——本期发生总成本,单位万元；

Pydqm——期末在产品约当产量，单位吨（t）；

Pydqc——期初在产品约当产量，单位吨（t）；

Prk ——本期产品入库产量，单位吨（t）。

或 Cbqm=(Cbqc+Cbz)×Pydqm/（Prk+Pydqm）……………………………………………………………（14）

式中：

Cbqm——期末在产品成本,单位元/吨（元/t）；

Cbqc——期初在产品成本,单位元/吨（元/t）；

Cbz——本期发生总成本,单位万元；

Pydqm——期末在产品约当产量，单位吨（t）；

Prk ——本期产品入库产量，单位吨（t）。

注：本期各步（工序）产品实际产量（Psc）=各步（工序）本期入库的产品产量（Prk）+期末在产品约当产量（Pydqm）

-期初在产品约当产量（Pydqc）

6.3.1.8 产成品成本计算

6.3.1.8.1产品产量是指结算期最后一天止，经检验符合质量标准，并已办理入库手续的产品数量。

6.3.1.8.2 计算产品成本的氢氧化钾产量，应以国家标准规格或与用户商定的销售协议规格计算的

实物产量为主，其含量高于标准规格（或协议规格）部分不计产量，作碱损失处理。产品标准规格

执行 GB/T 1919 为：固体氢氧化钾：75%、90%、95%；液体氢氧化钾：30%、45%、48%,以及符合用户

协议标准的产品规格。

6.3.1.8.3 不同规格的氢氧化钾，应分别计算单耗和成本。为满足统计方面汇总的需要，液体氢氧

化钾应同时计算折成 100%产量的成本。有关产量、消耗、能源以及其它方面的核算仍按技术经济规

定办理。

6.3.1.8.4 氢氧化钾生产过程中的自用碱，无论使用的析出盐水含碱、电解液、浓碱液，都不计算

氢氧化钾产量。

6.3.1.8.5 在计算氢氧化钾产品成本时，离子膜法自用碱的单耗和成本，可在原材料项下反映，不

作还原计算。

6.3.1.8.6企业应加强循环水的计量，单独计算循环水的单耗和成本。

6.3.1.8.7本期产成品成本按公式（15）计算：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6FE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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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p=(Cbqc+Cbz)×Pcp/（Pcp+Pydqm）………………………………………………………………（15）

式中：

Cbcp——本期产成品成本,单位元/吨（元/t）；

Cbqc——期初在产品成本,单位元/吨（元/t）；

Cbz——本期发生总成本,单位万元；

Pcp——本期产成品产量，单位吨（t）；

Pydqm ——期末在产品约当产量，单位吨（t）。

6.3.2 液氯成本的计算

液氯成本的计算同6.3.1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成本的计算方法，但在计算液氯成本时，凡是在

成本项目中涉及到针对氢氧化钾及联产品氯气和氢气专用物料、费用支出和计算方法的条款和计算

公式均不作考虑，只选取使用与计算液氯成本有关的通用条款和计算方法。

6.3.3 合成盐酸成本的计算

合成盐酸成本的计算同6.3.1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成本的计算方法，但在计算合成盐酸成本时，

凡是在成本项目中涉及到针对氢氧化钾、氯气和氢气专用物料、费用支出和计算方法的条款和计算

公式均不作考虑，只选取使用与计算合成盐酸成本有关的通用条款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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