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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在商业银行的 应用

吴 革  白 云

作业成本法（A BC）作为一种先进的

成本核算和管理办法，在国外已为许多

大型的商业银行所使用，并在经营管理

上取得了较好的业绩。那么，作业成本法

能否在我国商业银行广泛推行？笔者在

此以某商业银行为例进行分析与研究。

一、传统成本核算体系下的成

本计算

A 银行是一家中型商业银行，为简便

起见，笔者只对 A 银行的信贷部、人 力

资源部和计算机部三个部门进行分析与

研究，并假设人力资源部只为计算机部

和信贷部提供服务，计算机部只为人力

资源部和信贷部提供服务。在此案例中，

笔者以计算信贷部个人贷款业务中的汽

车贷款和住房贷款成本为例，来说明 A

银行是怎样应用作业成本法的（其中汽车

贷款部发放贷款 200 笔，住房贷款部发

放贷款 120 笔）。

A银行三个部门的直接成本如表1所示。

在传统成本核算体系下，信贷部贷

款的成 本是按如下方 法分配计算得出

的 ：人力资源部和计算机部的成本按照

信贷部的人工工时分配到汽车贷款部和

住房 贷款部。那 么，总共待分配的成本

=人力资源部总成本 + 计算机部总成本

=216 000+60 000=276 000（元）。

成本分配率 =276 000 ÷（150 000

+200 000）=0.79（元 /小时）

汽车贷款部应分配的成 本 =0.79 ×

150 000=118 500（元）

住房贷款部应分配的成本 =0.79×

200 000=158 000（元）

汽车贷款的单位成本 =（162 0 0 0

+118 500）÷200=1 402.5（元）

住房贷款的单位成本 =（215 000+

158 000）÷120=3 108.33（元）

表 1  A 银行直接成本汇总一览表  单位 ：元

表 2  A 银行三部门主要作业及成本动因一览表

二、作业成本法下的成本计算

1.确定作业与收集数据

为了计算方便，笔者将银行的成本

中心分为两类：第一类成本中心包括内

部辅助部门和不直接向外部客户提供产

品和服务的部门，这类成 本中心只向银

行内部的其他部门提供服务，如人力资

源部、财务部等。第二类成本中心包括

直接向外部客户提供服务和产品的部门，

如：信贷部、营业部等。很显然，人力

资源部和计算机部属于第一类成本中心，

信贷部则属于第二类成本中心。

在计算之前，先要区分信贷部、人

力资源部和计算机部三个成本中心的作

业，并找出成本动因，为费用分配做好准

备工作。三个部门的主要作业和作业的

成本动因如表 2所示。

2 . 第一类成本中心之间的成本转移

由上可知，人员招聘作业耗费人力

资源部 40% 的时间，人员培训作业耗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人力资源部 60% 的时间，可计算出每项

作业的成本为：

人员招聘作业成本 =216 000 ×40%

=86 400（元）

人员培训作业成本=216 000 ×60%

=129 600（元）

人员招聘作业成本动因率 =86 400

÷100=864（元 /人）

人员培训作业成本动因率=129 600

÷200=648（元 /人）

信息存取作业耗费计算机部 20% 的

时间，信息查询耗费计算机部 80% 的时

间，可计算出每项作业的成本为：

信息存取作业成本 =60 000 ×20%

=12 000（元）

信息查询作业成本 =60 000 ×80%

=48 000（元）

信息存取作业成本动因率 =12 000

÷2 000=6（元 /次）

信息查询作业成本动因率=48 000

÷10 000=4.8（元 /次）

人 力 资源 部为 计 算 机部 招 聘 20

人，培训 50人次，合计发生费用 =20×

864+50 ×648=49 680（元），即人力资源

部应转出成本 49 680元，计算机部应转

入成本 49 680 元。人力资源部存取信息

500次，查询信息 2 000次，合计发生费

用 =500 ×6+2 000 ×4.8=12 600（ 元 ），

即人力资源部应转入成本 12 600元，计

算机部应转出成本12 600 元。

两部门费用转移后的成本如下：

人力资源部成本 =216 000+12 600

一 49 680=178 920（元）

计算机部成本 =60 000+49 680 -
12 600=97 080（元）

3.第一类成本中心成本向第二类成

本中心分配

人员招聘作业耗费人力资源部 40%

的时间，人员培训作业耗费人力资源部

60% 的时间，可计算出每项作业的成本为：

人 员 招 聘 作 业 成 本 =178 920 ×

40% =71 568（元）

人 员 培 训 作 业 成 本 =178 920 ×

60% =107 352（元）

人力资源部共为信贷部招聘 80人，

培训150人次，可计算出：

人员招聘作业成本动因率=71 568

÷80=894.6（元 /人）

人员培训作业成本动因率 =107 352

÷150=715.68（元 /人）

信息存取作业耗费计算机部 20% 的

时间，信息查询耗费计算机部 80% 的时

间，可计算出每项作业的成本为：

信息存取作业成本 =97 080 ×20%

=19 416（元）

信息查询作业成本 =97 080 ×80%

=77 664（元）

信贷部进行信息存取 1 500 次，信

息查询 8 000次，可计算出：

信息存取作业成本动因率=19 416÷

1 500=12.94（元 /次）

信息查询作业成本动因率=77 664÷

8 000=9.71（元 /次）

人力资源部向汽车贷款部分配的成

本 =894.6 ×30+715.68 ×60=69 778.8

（元）

人力资源部向住房贷款部分配的成

本 =894.6×50+715.68×90=109 141.2

（元）

计算机部向汽车贷款部分配的成本

=12.94 ×600+9.71 ×3 000=36 894（元）

计算机部向住房贷款部分配的成本

=12.94×900+9.71 ×5 000=60 196（元）

此时A银行汽车贷款部的成本=162 000

+69 778.8+36 894=268 672.8（元）

住房贷款部的成本=215 000+109 141.2

+60 196=384 337.2（元）

4.计算第二类成本中心的成本动因

率

受理、初审、评估、审批、贷款发放

作业分别耗费汽车贷款部的时间为 5% 、

15% 、40% 、30% 、10% ，那 么，汽 车贷

款部各项作业的成本动因率为：

受理作业成本 =268 672.8×5% =
13 433.64（元）

初审作业成本 =268 672 .8 ×15%

=40 300.92（元）

评估作业成本 =268 672.8 ×40%

=107 469.12（元）

审批作业成本 =268 672.8 ×30%

=80 601.84（元）

贷款发放作业成本=268 672.8×10%

=26 867.28（元）

受理作业成本动因率=13 433.64 ÷

200=67.17 （元 /单）

初审作业成本动因率=40 300.92÷

200=201.50（元 /单）

评估作业成本动因率 =107 469.12÷

400=268.67 （元 /小时）

审批作业成本动因率=80 601.84 ÷

100=806.01（元 /小时）

贷款发放作业成本动因率=26 867.28

÷200=134.34（元 /单）

受理、初审、评估、审批、贷款发放

作业分别耗费住房贷款部的时间为5% 、

30% 、30% 、30% 、5% ，那 么，住房贷款

部各项作业的成本动因率为：

受理作业成本 =384 337.2 ×5% =
19 216.86（元）

初审作业成本 =384 337.2 ×30% =

115 301.16（元）

评估作业成本 =384 337.2 ×30% =

115 301.16（元）

审批作业成本 =384 337.2 ×30% =
115 301.16（元）

贷款 发 放作 业 成 本 =384 337.2×

5% =19 216.86（元）

受理作业成本动因率 =19 216.86 ÷

120=160.14（元 /单）

初审作业成本动因率 =115 301.16÷

120=960.84（元 /单）

评 估作业成本动因率 =115 301.16

÷600=192.17（元 /单）

审批作业成本动因率=115 301.16 ÷

200=576.51（元 /单）

贷款发放作业成本动因率=19 216.86

÷120=160.14（元 /单）

5.把成本分配到最终对象

通过以上成本的分配，笔者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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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贷款部和住房贷款部各个作业的成

本动因率。计算最终产品成本时，可通

过查询该产品耗费的作业量，进而计算

出产品成本。

假设某笔住房贷款的评估时间为5

小时，审批时间为2 小时，则这笔住房贷

款的成本为：

受理成本 ：160.14元 /单 ×1单 =

160.14（元）

初审成本：960.84元 /单 × 1单 =

960.84（元）

评估成本：192.17元 /小时 × 5小

时 =960.85（元）

审批成本：576.51元 /小时 × 2小

时 =1 153.02（元）

贷款发放成本：160.14元 /单 × 1

单 =160.14 （元）

成本总计 =3 394.99（元）

三、与传统成本核算体系下成

本信息的比较

在传统成本核算体系下计算出的每

笔汽车贷款和住房贷款的成本分别为1

402.50 元、3 108.33元。可见，在传统的

成本分配体系下，每笔贷款被看做是同

质的，成本是相等的。然而，这种分配方

法没有考虑产品及作业与成本动因之间

的联系，每笔贷款消耗的作业动因量是

不同的，有的贷款客户信用等级低，需要

的审批、评估时间就长；有的贷款客户

信用等级高，需要的审批、评估时间就

短，因而每笔贷款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以住房贷款为例，假设 X 客户的贷

款复杂程度低，评估时间为2 小时，审批

时间为1小时；而 Y 客户的贷款复杂程

度高，评估时间为8小时，审批时间为 1.5

小时。那么 X、Y 两笔住房贷款的成本分

别计算如下：

X 贷款的单位 成 本 =160.14元 /单

× 1 单 +960.84 元 / 单 × 1 单 +192.17

元 /小时 × 2 小时 +576.51元 /小时 ×

1 小 时 +160.14元 /单 × 1 单 =2 241.97

（元）。

Y 贷款的单位成本 =160.14元 /单 ×

1 单 +960.84 元 /单 × 1 单 +192.17 元 /

小时 ×8小时+576.51元 /小时 × 1.5小

时 +160.14元 /单 ×1单 =3 683.25（元）。

而传统成本分配体系下的住房贷款

单位成本为3 108.33元，可以看出，复

杂程度低的产品（X 贷款）被多摊了间接

成本，而复杂程度高的产品（Y 贷款）被

少摊了间接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信

息会导致经营决策的失误。银行也无法

识别盈利的客户与非盈利的客户，如停止

提供实际上可获利的服务，却继续提供

实际上亏损的服务，将导致资源无法得

到有效配置。

四、作业成本管理下的盈利能

力分析

在以上计算的基础上，A 银行还可

开展基于作业成本信息的银行产品盈利

能力分析。依据这种信息，客户关系经理

能够分析产生非盈利客户的原因（价格、

交付成本、坏账、消费产品数量等）和产

品的交叉销售，从而为总体盈利能力做出

更多的贡献毛利，并把营销资源集中在

最大利润的产品和服务组合上；部门经

理可以运用这方面的信息，发现盈利性

产品组合，并激励客户经理进行交叉销

售。通过产品或客户的成本及其贡献毛

利的分析，可以将 A 银行产品或客户划

分为四个区域，如图 1。

图 1  A 银行产品 /客户盈利能力分析

区域 A ：产品或客户消耗的成本高、

贡献毛利小，属于非盈利的产品或客户，

此时需要分析其原因，如为银行可控动

因，则可通过分析后进行改善，否则剔除

此类产品或客户。以住房贷款为例，此类

客户属于贷款金额少，为银行带来的利息

收入有限，而经济状况不明朗，需要银

行花费大量精力进行信用等级评估的客

户，银行可通过设置贷款门槛来排除此

类客户。

区域 B ：产品或客户消耗的成本高、

贡献的毛利大，属于盈利较小的产品或

客户，主要原因是分析成本高，可通过分

析作业成本的每一个作业，剔除不增值

作业，改善增值小的作业，从而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使这类产品或客户向 D

区域转换。

区域 C ：产品或客户消耗的成本低、

贡献毛利小，属于盈利小的产品或客户，

该产品或客户已处于成熟期，降低成本

的可能性不大，是市场竞争激烈的微利

产品，银行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是

维系还是剔除。如汽车贷款抵押物是汽

车本身，由于汽车价格下降很快，因此抵

押物价值也相应下降，再加上我国个人

信用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出现大量 汽车

客户拖欠贷款的现象。如果此类现象大

规模发生，将严重影响银行的利润和现

金流，A 银行可考虑停止提供此类汽车贷

款服务。

区域 D ：产品或客户消耗的成本低、

贡献毛利大，是银行的盈利产品和客户，

需要大力发展，并激励客户经理进行交

叉销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

行在成本管理方面引入作业成本法有利

于提高成本信息价值及产品经营情况的

真实性。但在实施中对作业成本动因的

选择要力求选择最重要的，不能一味求

全，同时在实施作业成本法时还需要完

善的计算机系统支持，并要注意稳步推

进。

（ 本文 是教育部人 文社科 基金项

目《 企业 成本理论与方 法的系统研究》

<06JA 63001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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