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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的销售收入采用 13% 的税率”[2]247，

而同期许多货物或劳务的销售收入增值税率

为 17%。2017 年 7 月 1 日起，出版物销售收

入的增值税率降为 11%，2018 年 5 月 1 日起，

又进一步降低至 10%。

2015 年版辅导教材反映教材修订时的增

值税率，而该税率在考题中设定的“2017 年

12 月”已经不适用。因此，题中特意括注“税

率按 11% 计”。但是，有部分考生根本不顾

这个提示，增值税率仍然按 13% 计，甚至按

17% 计。显然是审题粗疏。

可见，考生要想能够通过考试，不仅要

认真学习辅导教材（中级考生也要学习初级

教材），而且考试时必须认真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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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掌握图书成本测算与定价技能
——2018 年度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综合题解析

岳俊冰

摘要：文章分析了出版专业中级职业资格考试的图书成本与定价计算题，对题中涉及的考点进行了

梳理，根据考试大纲并结合 2018 年度真题说明了解答考点的基本思路，还根据实际参加考试的体

会提出了相应的备考建议和考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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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的“出版专

业理论与实务 • 中级”科目，每年总有一道

计算图书成本与定价的综合题。据笔者观察，

有关成本与定价的知识，也是各个备考交流

群中讨论的热点和难点。本文拟结合参加

2018 年考试的实践，分析探讨图书成本与定

价的相关问题，并就如何备考和在考场上如

何准确答题提一些建议。

一、成本与定价计算题的题型特点

分析 2015—2018 年考试的成本与定价计

算题，可知这类题目的题型较为稳定，考点

的设置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历年成本与定价计算题涉

及六大考点，其中三个考点每年均相同，另

三个考点中总有一个轮流作为已知条件，实

际要求解答的有两个。且以 2018 年题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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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2018 年成本与定价计算题考点统计
年度

问题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问题一 纸张费用总额 制版费用总额 纸张费用总额 纸张费用总额
问题二 印装费用总额 印装费用总额 制版费用总额 制版费用总额

问题三
除版税外的
变动成本

除版税外的
单位变动成本

除版税外的
单位变动成本

除版税外的
单位变动成本

问题四 固定成本总额 固定成本总额 固定成本总额 固定成本总额
问题五 书的定价 书的定价 书的定价 书的定价

看看这些考点的具体设置。

某出版社书刊销售收入适用的增值税率

为 10%。由于位于省会城市，其适用的城市

维护建设税率为 7%，教育费附加率为 3%。

该社拟出版某种 32 开平装图书，印 6000 册，

按利润为 30 000 元的目标测算其定价。已知

的相关数据（已对一些数据作了简化处理，其

中包括将增值税从费用单价中剔除，印刷费

和装订费单价已考虑纸张规格等因素）如下：

与作者商定的版税率为 8%。该书校对费

总计为 860 元。

每册书的书心总面数为 320 面，书心图

文的输入输出费单价为 8 元 / 面；书心用对

开单色单张纸印刷机印刷，晒上版费（有的

地区称“制版上版费”）的单价为 80 元 / 块；

封面的制版费为 720 元。全书印刷费用 3460

元、装订费用 2160 元、表面整饰加工费用（含

所用材料费用）2600 元。

每 册 书 的 书 心 均 用 规 格 为 890 毫 米

×1240 毫 米、 定 量 为 60 克 / 米 2、 售 价 为

7000 元 / 吨的胶印书刊纸印制，印刷时的加

放率为 5%；封面纸张费用为 3399.37 元。

用于该图书的其他直接费用 1040 元；间

接成本和期间费用均作为变动成本按每册书

的书心印张数分摊，标准为每印张 0.25 元。

此外，图书市场上该类图书的平均发行折扣

率为 60%。

问题一：该书的纸张费用总额是多少元？

问题二：该书的制版费用总额是多少元？

问题三：该书除版税之外的单位变动成

本是多少元？

问题四：该书的固定成本总额是多少元？

问题五：如果尚不知道该书的单位销售

税金为多少，而赠送样书的费用、销售损耗

和由省级地方政府决定是否征收的地方教育

附加费可忽略不计，则运用成本定价法计算

得出的该书定价应是多少元？请运用与本量

利分析基本原理有关的经验算式进行测算。

二、解答考点的基本思路

本文结合 2018 年考题（简称“本题”），

说明解答这些考点的基本思路。所涉及的公

式或算式，辅导教材都讲述过原理，文中不

再重复。

1. 纸张费用计算

书刊纸张费用的计算是出版专业初级职

业资格要求掌握的技能。[1]327-338 纸张费用通

常由书心纸张费用和封面纸张费用组成（有

时还有插页纸张费用，但考试一般不涉及），

分别将两种纸张的单价与用量相乘，再相加

即可得出。

第一步，分别计算用纸令数。书心用纸

令数的计算，只要把题中已知数据 320 面、

32 开、6000 册、加放率 5% 代入公式 [1]331：

书心用纸令数＝面数 ÷ 开数 × 印数 ÷

1000×（1 ＋ 加 放 率） ＝ 320÷32×6000÷

1000×（1 ＋ 5%）＝ 63（令）

封面用纸令数用公式“印数 ÷ 封面纸开

数 ÷500×（1 ＋加放率）”[1]336 计算（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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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封面纸张费用已直接给出，不需计算）。

其中的“封面纸开数”，题中通常以类似“一

张全张纸可以开切 x 张封面纸”的表述方式

直接给出；如未给出，需根据图书“开本大小、

书脊宽度与是否有勒口等来确定”[1]333。

第二步，计算用纸吨数。如果题中的纸

张单价是“令价”（以“令”为计价单位，

偶尔采用），这步可省略。如果纸张单价是“吨

价”（以“吨”为计价单位，如 7000 元 / 吨，

比较常见），需要先计算令重，然后通过“令

重 × 令数”算出用纸吨数。本题书心用纸规

格为 890毫米×1240毫米、定量为 60克 /米 2，

代入教材所说公式 [1]329，便有：

令重＝定量 × 单张纸面积 ×500÷1000 
＝60×（0.89×1.24）×500÷1000＝33.108（千克）

书心用纸吨数＝令重 × 令数＝ 33.108×

63÷1000 ＝ 2.085 804（吨）

第三步，计算纸张费用。按“吨价乘吨数，

令价乘令数”的规则将纸张单价乘上用纸数

量。本题中用吨价，便有：

书心纸张费用＝吨价 × 用纸吨数

＝7000×2.085 804＝14 600.628 ≈ 14 600.63（元）

第四步，计算纸张总费用，本题中应是：

纸 张 总 费 用＝ 书 心 纸 张＋ 封 面 纸 张

＝ 14 600.63 ＋ 3 399.37 ＝ 18 000（元）

因为纸张定量以“克”计量，而令重以

“千克”计量，单价又以“吨”计量，计算

中需要注意计量单位的换算，以及题目中对

小数点后位数的要求。另外，按照经验来说，

如果求得的纸张总费用不是整数，就需要复

核检查，看看是否漏了加放率，或者哪一步

计算错了。

2. 制版费用计算

图书书心和封面（有时还有插页，考试

一般不涉及）都有制版费用，且都包括输入

输出费和晒上版费两部分。

第一步，计算输入输出费。现在一般把

文字录入排版费、图片输入费、图文处理费、

胶片输出费和打样费整合成输入输出费统一

按页面计价（考题中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所

以计算很容易，只要将每面单价乘以面数，即：

书心输入输出费＝单价 × 面数＝ 8×320
＝ 2560（元）

封面的面数少而图文处理复杂，一般是

个别计价，不按面数计算。本题中封面制版

费已给出，不必计算。

第二步，计算晒上版费。晒上版费是将

拼版、晒版等制作印版的费用和上版费用整

合在一起，以对开印版块数为单价计算的。

利用教材中讲的公式 [2]301 就可得到：

书心晒上版费＝单价 × 单册印张数 ×

印刷面数 × 印刷色数＝ 80×（320÷32）×

2×1 ＝ 1600（元）

封面的晒上版费可同样计算，其中的印张

数固定取 1，面数和色数视具体情况而定。[2]302

本题中已给出封面制版费，不必计算。

第三步，计算制版费。把计算得到的书

心输入输出费与书心晒上版费相加，即：

书心制版费＝ 2560 ＋ 1600 ＝ 4160（元）

第四步，计算制版费总额。这是将各项

制版费相加，本题中已给定封面制版费，便有：

制版费总额＝书心制版费＋封面制版费

＝ 4160 ＋ 720 ＝ 4880（元）

解答这一问题时，容易出错的是书心晒

上版费的计算，主要是忽视印刷面数或印刷

色数。这可能是因为在以往好多年的类似题

目中，晒上版费是直接给出具体数值，所以

考生在复习中对这个公式练习得相对较少。

这也再次告诉考生，练习做历年真题在复习

备考过程中固然重要，但按照《考试大纲》

认真学习有关的知识模块（尤其是规定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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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内容）更为重要。

3. 印装费用的计算

虽然印装费用在本题中没有考核，但这

也是《考试大纲》要求“掌握”的知识模块。

考试中印装费用的计算也一般不涉及插页，

只包括书心印刷费、封面印刷费、装订费和

表面整饰加工费。题目中常常直接给出最后

一项，而其他三项需要计算。

第一步，计算书心印刷的色令数。印刷

费用按色令计价比较普遍，所以准确计算色

令数十分重要。1 令全张纸单面印 1 次便为 1

色令。据此，可以先按前面计算纸张费用时

的方法算出纸张令数（但不能有加放数），

然后利用公式“色令数＝纸张令数 × 印刷色

数 × 印刷面数”[2]264 计算。

第二步，计算书心印刷费。以单价乘上

色令数便可。

第三步，计算封面印刷的色令数。同样

要先计算纸张令数，并同样可采用前面计算

纸张费用时的方法（但不能有加放数）。然而，

图书封面一般是印量少（只印单面）、色数

多（印四色），所以常常是“每面每色印刷

量不足 5 色令的按 5 色令计，达到或超过 5

色令的按实际数量计”[2]304。这样，就要先算

出每面每色印刷的色令数，再乘以印刷色数

和印刷面数。

例如，某图书拟印 5000 册，封面用某种

铜版纸四色印刷，每张全张纸可开切 8 张封

面纸，封二、封三均为空白。计算过程为：

每面每色印刷量＝印数 ÷ 开数 ÷500×

印刷色数 × 印刷面数＝ 5000÷8÷500×1×1
＝ 1.25（色令），应取 5 色令

合计印刷量＝每面每色印刷量 × 印刷色

数 × 印刷面数＝ 5×4×1 ＝ 20（色令）

第四步，计算封面印刷费。只要用单价

乘上色令数即可。

第五步，计算总帖数。装订费用的计算

以“帖”为计价单位，所以关键是准确计算

出总帖数。一般是将书心中用相同纸张印刷

的部分按“1 印张为 1 帖，不足 1 印张的也计

为 1 帖”计算；封面按 2 帖计算。将分别计

算得到的每册图书的帖数相加，再乘上印数，

其和便是总帖数。

例如，某 16 开图书拟印 8000 册，书心

共有 320 面，则总帖数为：

总帖数＝（书心帖数＋封面帖数）× 印数

＝（320÷16 ＋ 2）×8000 ＝ 176 000（帖）

第六步，计算装订费。只要以单价乘上

总帖数就可。

第七步，计算印装费用总额。把书心印

刷费、封面印刷费、装订费和表面整饰加工

费加在一起，便是总的印装费用。

解答这个问题时，要注意三点：一是印

工计算中没有加放数，算出纸张令数后不能

再乘加放率。二是封面印刷的色令数往往需

要人工调整，不宜直接采用计算结果。三是

最后必须把表面整饰加工费加入。

4. 除版税之外的单位变动成本计算

本量利分析的原则之一，就是“出版

物的成本费用必须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

本”[2]398。因为“总额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生

产量的变动而呈线性变动的成本，是变动成

本”[2]400，所以一般将直接成本中的版税、印

数稿酬、租型费用、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纸

张和装帧材料）费用、印装费等计入变动成本。

此外，间接成本和期间费用在本量利分析中

一般也加入变动成本。[2]405

可见，本题中除了版税之外的直接变动

成本有纸张费用、印刷费用、装订费用和包

含了所需材料费的表面整饰加工费用，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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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按书心印张数分摊的间接成本和期间费用，

而分摊的总金额为 15 000 元，即：

分摊总金额＝每印张分摊额 × 总印张数

＝ 0.25×（320÷32×6000）＝ 15 000（元）

因为单位变动成本是按每册图书计算的，

所以应将计算得到的变动成本总额除以图书

印数，即：

单位变动成本＝除了版税之外的变动成

本总额÷印数＝（纸张费用＋印刷费用＋装订

费用＋表面整饰加工费用＋分摊费用）÷印数 
＝（18 000 ＋ 3460 ＋ 2160 ＋ 2600 ＋ 15 000）÷

6000 ＝ 6.87（元）

单位变动成本的计算，难点就在于要分

清哪些项目属于变动成本，并且在计算的过

程中不能遗漏费用数据。有的考生在做此类

选择题时可以分清楚，但是在做综合题时，

由于内心紧张而很容易漏写数据。

5. 固定成本总额计算

固定成本在一定范围内不会随着出版物

的生产量的变动而变动。依据此原则判断，

本题中的固定成本总额是：

固定成本总额＝制版费用＋校对费＋其他

直接费用＝ 4880 ＋ 860 ＋ 1040 ＝ 6780（元）

可见，在变动成本确定之后，那些没有

列入其中的费用就是固定成本。很多考生容

易把校对费遗漏，造成计算出错，这可能是

考场上心理紧张或者审题粗疏而致。

6. 定价计算

图书的定价可以“根据印数、成本、目

标利润确定”[3]。教材中列出了成本定价法的

两个公式和两个经验算式。[2]416-418 从各年度

考题来看，考试中涉及的只是经验算式，并

由考生依据题目中给定的稿酬形式选择使用

其中一个。本题中的稿酬形式是版税，应该

用包含“版税率”的算式。即：

定价＝ [（固定成本总额＋利润）÷ 生产

数量＋单位变动成本 ]÷{ 发行折扣率－版税

率 ×[1 ＋增值税率 ×（1 ＋城市维护建设税

率＋教育费附加率）]}×[1 ＋增值税率 ×

（1 ＋城市维护建设税率＋教育费附加率）] 
＝ [（6780 ＋ 30 000）÷6000 ＋ 6.87]÷{60% －

8%×[1 ＋ 10%×（1 ＋ 7% ＋ 3%）]}×[1 ＋

10%×（1 ＋ 7% ＋ 3%）] ≈ 28.23（元）

两个经验算式需要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牢牢记忆。它们大部分相同，区别仅在于一

个除数：适用于版税的算式是除以“发行折

扣率－版税率 × 税率”，而适用于一次性稿

酬的算式只要除以“发行折扣率”。

三、认真备考，得当应试

很多考生在学习备考过程中，经常是未

学习成本与定价的知识，就已经心生恐惧，

害怕计算，觉得搞不清楚内在的逻辑关系。

实际上，厘清成本与定价计算题的相关知识

脉络，有针对性地学习，有针对性地进行练习，

以良好的心态参加考试，并适当运用一些考

试技巧，在这个题目上拿分并不难。

1. 制订复习计划

有效利用《考试大纲》，根据自己的实

际工作情况和学习情况，妥善安排复习计划。

《考试大纲》采取“每年小步前进”的方式

修订，保证一定的动态性和稳定性 [4]。因此，

各年的考试内容可说是大同小异。

根据考试的这种特点，在每年《考试大

纲》正式出版之前，就要精读两遍辅导教材，

系统学习相关的知识，而且中级考生有必要

先学习初级教材。学习中要扎实弄懂概念，

善于融会贯通地真正理解教材内容，决不能

停留在似懂非懂、“大概差不多”的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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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分辨，对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区分，都要知道其中

的缘由。这样在考试时不至于仅凭借机械记

忆，而能根据原理辨析。能将教材中没有专

门提到而本题出现的校对费归为固定成本，

便是一例。

2. 勤加练习做真题

历年真题是重要的复习资料，必须予以

重视。要结合复习的知识点，勤加练习做真

题，反复巩固知识点。据笔者的体会，真题（尤

其是近 3～5 年的真题）最少精做 3 遍。第一

遍是了解题目的模式；第二遍要分析考核的知

识点，重点了解常考的知识点内容；第三遍

主要是查缺补漏，强化对相关知识点的记忆。

3. 用技巧记忆公式

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公式要在弄清原理的

基础上适当运用技巧进行记忆。如对计算定

价的两个经验算式，可分成三块记忆：一块

作为基数，是直接与出版社有关的利润、固

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且都平均分配到每册图

书中；一块作为除数，是与发行商有关的折

扣率，有时还包括与作者有关的版税率及其

含税比例；还有一块作为乘数，是与税率相

关的，体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

费附加三个税种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版税

率的含税比例与此相同。有的老师建议事先

把税率部分的数值计算好并记住结果值，考

试时可大大简化计算的复杂度。[5] 这种方法

是可取的。但是，考生不能机械地搬用结果

数值，应该自己事先试算过，弄清楚这个数

值是当税率为多少时计算出来的。这样，如

果考试时发现题目中的税率与自己当初计算

时的不同（如增值税率从 13% 变成 10%），

就要重新计算后再把得到的结果数值（增值

税率为 10% 时结果数值应该是 1.11，而不是

1.143）用于解答题目。

4. 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在备考的过程中，可以参加一些学习讨

论群组，针对一些题目和知识点进行讨论，

强化理解。个人的已有知识面不同，思维也

经常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时候，单凭自己孤

军奋战地苦思冥想，可能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时若有旁人稍稍点拨一下，就能跳出思维

的误区，马上“云开雾散”、顺利理解。同时，

自己对一些知识的理解和采用的学习备考方

式，也很可能对其他考生有启发。

5. 考场应试策略

考试当然要凭知识和技能上的实力，但

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笔者愿把自己的体会

与大家分享。

第一，心态要平和。在考场上心态紧张，

就容易犯一些简单错误，如漏掉或者重复数

据项，甚至在使用计算器的过程中将数值的

位数或者小数点按错。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

才能正常发挥。即使在某个问题上一时卡住

了，也不要担心失分而紧张起来。要知道，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是有相当难度的，举

办十多年来，“考生在某道题上获得满分的情

况是有的，虽然并不多；但是从未有考生能

够考得 200 分，至多在 180 分上下”[6]。所以，

失一些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较难的考

点就紧张。

第二，按计划把握节奏。各年考试的题量、

题型基本上一样。这就有条件利用上一年的

试卷自我模拟预考，并对解答各部分题目的

时间做好大致的计划分配。有些考生由于没

有计划节奏，前面花费时间过多，到最后解

答成本与定价题目时所剩时间已不多。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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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眼题目后，觉得和历年真题相同，就直

接按照惯常的思维列算式解答，结果就错了。

赶时间容易出错，这是客观规律。综合题的

解答远比选择题难度高，答题计划中应该留

有充裕的时间。

第三，仔细审题，随手标记。阅读题目

务必细心，充分理解考点要求和已知条件，

防止解答时“文不对题”或者遗漏数据。审

题时，可以将已经给定的固定成本项目和变

动成本项目用不同符号做好标记，如固定成

本项目用圆圈“○”标记，变动成本项目用

对勾“√”标记，对问题中要求计算的费用

项目也同样做好标记。这样在后面区分成本

属性时不易搞混或者遗漏。

第四，分步列文字式。出版物的成本构

成比较复杂，一个成本项目往往包含若干种

具体费用。据此，建议针对题目中要求计算

的成本项目，把其应该包含的各种具体费用

写在试卷的空白处，并给其中已知的费用标

上数值；接着再一一计算那些数值空白的具

体费用，并把结果值填入空白。计算过程宜

分步，且先列文字式子再代入数据（就如前

文的举例那样）。这样可保持思路清晰，不

至于因陷入具体费用的计算而在宏观或中观

层面发生遗漏或混淆现象，而且分步骤计算

的算式相对简单明了，便于保证文字表述的

因数项与具体数据正确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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