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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煤炭交易市场化程度的不断

提高，煤价连续几年来一直处于高位

运行阶段，这导致国内各电力企业的成

本费用控制压力不断加大，内部挖潜

增效的压力骤增。面对困境，某国有控

股电力上市公司管理层多次召开会议

对该问题进行研讨，并制定了相关应对

措施。在挑选亏损比较严重的电厂进

行基层调研和督导后，发现各电厂之间

的成本费用差异较大，即使是同容量的

机组，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差别也较大，

因此在公司内部开展了同容量机组成

本费用对标工作。在重点管理成本费

用较高的机组的同时，该公司引入作业

成本法，分别单个机组核算成本，提升

财务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了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做法

一般认为，作业成本法适用于产

品种类较多、间接费用较高的企业。火

力发电企业因为产品单一，往往运用

的是传统成本法，共同费用一般只是

考虑在材料、检修、管理、其他费用和

生产成本中进行分配，许多与成本相

关联的生产指标、经济指标也是“加权

平均数”，例如，供电煤耗就是以当月

耗用的标准煤量除以当月售电量而简

单计算出的。传统成本法简单、易于操

作，但存在成本信息不够精准的问题，

容易造成成本扭曲，掩饰了生产管理中

的潜在缺陷和问题。此外，通常电厂开

几台机组、开哪几台，作为一项相对独

立的生产决策，财务部门基本上没有发

言权。其决策原则是：在满足机组技术

及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设备运营参

数，按所有机组运行小时均衡的原理，

以各机组的运行小时数来确定机组的

开闭，体现的是“均衡”原则。这种管理

模式显然不符合统筹优选的原则。

基于上述成本管理的瓶颈，公司财

务部在管理层会议讨论一致通过的基

础上，引入了作业成本法。为减少推广

阻力，采取由易到难的原则，先抽取盈

利能力较高、成本费用控制较好的电厂

进行试点，而后逐步在整个系统内推广。

（一）优选W电厂作为试点电厂并

划分作业中心

W电厂的生产工艺流程明确，易于

划分作业中心，因此推广作业成本法首

先选取W电厂为试点电厂。根据作业成

本法的特点，将W电厂的运营及管理

流程划分为四个作业成本中心：①燃

料作业，包括供应商选择、燃料采购、

储存和输送等；②运营作业，包括燃

料运行、机控运行、锅炉运行、汽机运

行、电气和化学运行以及除灰运行等；

③材料作业，包括材料采购、备件分配

等；④检修作业，包括设备维护、维修

等。先把企业资源归集到四个作业成

本中心，然后再按照作业动因分配到各

发电机组；按照单个发电机组所发电

量和上网单价算出每个机组的发电收

入，从而测算出每个机组的盈利水平。

通过作业成本法的引入，可以精

确计算得出每台机组的收入和成本，

进而进行分机组盈利分析，得出运营效

率、盈利能力高的最佳机组。然后通过

给效能高的机组多分配电量，由此得

到更多的利润。在试点过程中，W发电

厂发电设备和管理信息系统较高的自

动化程度，使得W电厂实施的作业成

本管理更具可操作性。

（二）W电厂运用传统成本法与作

业成本法的对比分析

1.传统成本法下的核算。W电厂

有2台30万千瓦机组，传统成本法下

2009年的利润核算如表1所示。	

传统成本法下，所有费用都计入发

电成本，供电煤耗是将耗用标煤量除

以售电量得出的，因而成本核算不太精

细，反映的各项经济指标也全部是加

权平均数，并不是每台机组的实际成本

耗用数。

2.引入作业成本法后的核算。通过

对W电厂各机组、作业成本中心进行

统计、测试、追踪分析后发现：1号机

组的燃料作业、运营作业、材料作业和

检修作业指标都优于2号机组，如表2

所示。

以发电量为成本动因的燃料成本，

1号机组比 2号机组低 5克 /千瓦时；

以机组容量为成本动因的检修成本，1

号机组比2号机组低1.3元/千千瓦时；

以发电量为成本动因的人工费用，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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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与2号机组持平。

鉴于上述成本参数，2009年该厂

全年发电量合计为390	 000万千瓦时，

如果安排1号机组发电200	 000万千瓦

时，2号机组190	 000万千瓦时，则该厂

全年的发电标煤耗用量比平均分配时

少250 吨，减少燃料成本18.25万元；

检修成本比平均分配时少6.5万元，人

工费用与平均分配时相同。将发电量多

分配给1号机组2.56%，利润则较上年

高出24.75万元。通过作业成本法引入

实践可以看出，一是通过优化电量分配

可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2号机组

的单位容量检修成本要高于1号机组，

需认真挖掘，找出原因，强化管理，降

本增效。可见，作业成本法对于提高企

业运营效益、挖掘生产运营存在的问

题是非常有效的。

2009年，引入作业成本法后，公司

整体用电率较2008年下降3%，节约发

电成本100万元；供电煤耗同比下降5

克 /千千瓦时，节约燃料成本1	260万

元；材料费用同比下降500万元，检修

费用同比下降620万元，管理费用同比

下降780万元，其他费用同比下降820

万元，税前利润同比增长4	080万元。

3.	引入作业成本的价值链分析方

法。就电厂而言，最大的价值在于长期

“经济健康地运行”，因此按价值划分

可将作业分为高增值、必需性和低价

值等类型。高增值作业是指能直接导

致电厂运行安全性提高、成本费用降

低的作业，例如计划性检修，采购中的

到货检验等。必需性作业是指虽然不

能直接引起运行效率提高，但却是保

障高增值作业顺利进行的必要作业，

例如各项工作的准备等。低价值作业

则指不但不能带来经济安全运行，还

会增加相应的直接或间接成本的作业，

例如非计划停运等。企业应尽量避免

低价值作业，减少必需性作业，重点管

理和控制高增值作业。

对企业价值链和作业链进行分析

后，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及战略安排，

对作业链进行实质性改善,	减少重叠作

业，降低作业间等待或延误时间，最后

辅之以一定的业绩评价手段，达到业

务过程的全面改善。

二、思考

1.从操作层面而言，企业所选择

的作业及作业成本动因应进一步细化、

实践化和个性化，并根据企业生产运

营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比如，W电厂可

将燃料作业进一步细分为输煤作业、

磨煤作业和燃烧作业。而磨煤作业中

一个锅炉对应五台磨煤机，满负荷情况

下开启四台，开启哪四台能使经济效益

更优，就需要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对

比分析。

2.可以把细分的概念进一步延伸。

就燃料供应层面而言，不同的燃料供

应商所引致的作业成本会有差异。在

传统成本法下，一般以出厂价加运费孰

低的原则来选择供应商，但如果遇到

有些供应商虽然提供的燃料价格较低，

但质量和交货时间却不符合要求时，

将会间接地助涨燃料成本。使用作业

成本法应深入追踪燃料供应和消耗流

程的不同成本，确定最佳供应商，确定

最优库存量，确保及时、准确地供货，

从而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和运营风险。

3.作业成本法需要深入追踪电力

企业的不同系列成本，确定成本中心，

探询作业动因，对标机组差距，优化电

量分配，把成本费用控制在最优水平，

逐步消除不增加经济效益的作业。

（作者单 位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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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容量 60万千瓦时 2台30万千瓦机组，1号、2号机组

发电小时 6 500小时 　

发电量 390 000万千瓦时 　

售电量 370 000万千瓦时 　

平均电价 373元/千千瓦时 　

售电收入 138 010万元 售电收入＝电价×售电量

供电耗用标煤量 1 200 000吨 以7000大卡进行折合的年发电耗用标煤量

供电煤耗 324克/千瓦时 供电煤耗＝供电耗用标煤量/售电量

标煤单价 600元/吨 市场决定

燃料成本 72 000万元 燃料成本＝标煤单价×标煤量

检修成本 3 951万元 10.13元/千千瓦时×发电量

人工费用 7 800万元 人工费用＝20元/千千瓦时×发电量

折 旧 13 000万元 按照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政策

管理费用 12 000万元 按照实际发生数

成本小计 108 751万元 　

利润 29 259万元 　

  1号机组

成本项目 成本动因 作业单位成本 单位

燃料成本 发电量 321 克/千瓦时
检修成本 机组容量 9.5 元/千千瓦时
人工费用 发电量 20 元/千千瓦时

  2号机组

成本项目 成本动因 作业单位成本 单位

燃料成本 发电量 326 克/千瓦时
检修成本 机组容量 10.8 元/千千瓦时
人工费用 发电量 20 元/千千瓦时

表1         2台30万千瓦机组传统成本法下利润核算表

表2           1号、2号机组燃料、检修、人工费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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