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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成本监审暂行办法 

（国家计委 2002 年 11 月 1 日 国家计委令第 25 号） 

第一条 为规范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成本监审行为，提高价

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成本

监审（以下简称成本监审）的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要商品和服务，具体范围包括： 

（一）列入中央政府定价目录中的商品和服务； 

（二）列入地方政府定价目录中的商品和服务； 

（三）依法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商品和服务。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价格成本，是指同种商品和服务的所有经

营者生产经营或提供重要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平均合理费用支出。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成本监审是指价格主管部门对经营者的成

本进行调查、审核和核算价格成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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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监审实行目录管理。列入成本监审目录的商品和服务，

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依据

实际情况确定，并对外公布。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经营者，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

经营或提供成本监审目录范围内重要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法人和其

他组织。 

第七条 成本监审应遵循公平公正、方法科学、程序规范、运

行高效的原则。 

第八条 成本监审实行制定或调整价格前期监审（以下简称定

调价监审）和定期监审相结合的制度。 

价格主管部门应在成本监审目录中确定不同商品和服务的定

期监审的间隔时限，定期监审的间隔时限最短不得少于一年。 

第九条 已对经营者的成本实施定调价监审的，当年不再实施

定期监审。 

第十条 成本监审实行分级管理，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依据成

本监审目录的分工，分别对其负责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成本实施

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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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指定其所属的成本调查机构承担成

本监审的具体事务，也可委托具有成本监审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

承担成本监审的具体事务。 

成本调查机构和具有成本监审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以下统

称成本监审机构。 

第十二条 价格成本应依据同种商品或服务的所有经营者持续、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成本（费用）数据

进行核算。下列费用不得列入价格成本： 

（一）经营者非持续、非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不合理费

用； 

（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费用；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不得计入成本的费用； 

（四）经营者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不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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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根据不同商品和服务成本的实际情况，国务院价格

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制定具体商品

和服务价格的成本核算办法。 

第十四条 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准确记录和

核实商品或服务的生产经营成本（费用）数据，依法核算商品或

服务的成本，不得弄虚作假。 

经营者对重要商品或服务与市场调节价的商品或服务的成本

应分别核算。 

第十五条 实行定调价监审的，经营者应当根据价格主管部门

的要求，向成本监审机构提交定调价商品或服务的成本申请报告

（以下简称成本申请报告）。 成本申请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单位商品或服务成本（费用）和总成本（费用） 

（二）主要成本（费用）项目的说明； 

（三）与成本（费用）直接相关的帐簿和财务报表； 

（四）生产经营方面的资料； 

（五）其他与成本相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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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实行定期监审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经营者下达

成本监审通知书，经营者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根据价格主管部门

的要求向成本监审机构报送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所

有成本资料。 

第十七条 成本监审机构对经营者的成本审核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成本监审机构受理成本申请报告或接受经营者依据本

办法第十六条报送的成本资料； 

（二）成本监审机构对经营者的成本进行审核； 

（三）根据成本监审需要，要求经营者补充提供有关资料； 

（四）出具成本审核结论报告。 

第十八条 经营者应积极配合监审机构工作，按规定如实提供

成本资料及相关资料。经营者提供的成本资料少于第十五条规定

内容的，成本监审机构可不予受理。 

第十九条 成本监审机构应自实施成本监审之日起，30 个工

作日内出具成本审核结论报告并送达经营者，同时报送本级价格

主管部门。因需经营者补充报告成本资料而影响成本审核进度的，

审核时间顺延推算。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3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