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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创建于

1958年，是我国航空武器生产主要基

地、航空武器装备出口主要基地、民机

转包主要制造商。航空产品研制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许多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的应用使产品研制技术难度大、

协作面宽、周期长、风险性高、投资大。

因此产品成功与否，与对市场客户的了

解程度、技术的储备、项目管理的科学

严密和资金与成本的控制息息相关。近

年来随着EVA目标考核体系的建立，公

司在构建和完善企业管理会计体系时

引入了全价值链成本控制理念，做好全

面预算、分解成本费用控制目标、保持

资本保值增值、控制企业财务风险，通

过作业成本法、平衡计分卡、精益制造

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理念，重点完善预

算管理、成本管理、资金管理、价格管

理、业绩评价和风险管理。同时，结合

企业实际，在管理会计活动中提炼了主

要的成本管理理念：成本并不是越低

越好，要考虑产出以及经济批量对成本

的影响；重视成本的负效应的同时应重

视成本的正效应，“该花的花，不该花的

一分也不能花”；成本有显性成本和隐

性成本；成本的构成有时间成本和机

会成本；针对不同的成本费用应有不同

的管理理念：营业成本应精打细算，销

售费用应注重实效（适当利用广告、新

闻发布等宣传手段提高公司知名度），

管理费用够用就好，财务费用力求最低，

材料费用重在研发阶段（研发阶段的产

品定型决定了产品80%的成本）。现对

公司在管理会计体系构建方面的做法

作简要介绍。

一、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

（一）以预算管理为抓手，强化目标

控制的落实

公司于2008年引入平衡计分卡进

行战略管理，并运用平衡计分卡构建

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对

战略进行分解落实，实现“化战略为行

动”，并合理分配公司资源，使全面预

算能有效承接战略、贯彻战略，促进战

略目标的实现，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

公司预算管理分为经营预算和财

务预算。经营预算主要包括投资、科研

等预算，财务预算主要包括收入、利润、

成本和费用。从财务预算起步，由财务

部、经营管理部共同负责，推进到全面、

全员、全过程，形成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公司运用全面预算管理这一系统的内部

管理工具，分析市场的供求变化、价格

变动走势、客户需求、国际出口产品结

构的变化等因素，通过及时调整年度预

算，防止预算与市场脱节、预算与生产

脱节、预算与管理脱节。

成本预算作为公司全面预算的重要

构成部分，是成本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公司年度经营目标而定，是牵引成本

管控的抓手。公司在成本费用总体预算

确定的基础上，结合各单位具体情况

将总体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系统单位和

各项目（技改和科研项目），然后综合分

析成本影响因素，采取各种成本控制措

施，严格考核机制，将成本控制在预算

范围之内。

（二）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提高管理

效率

公司以财务集中管控作为财务核算

和管理平台，将物流、生产管理与成本

管理充分结合，构建了财务管理数字化

平台（参见图1）。

通过打通与成本关联的业务系统

的接口通道，成本管理系统与ERP、

PDM、MES、IQS、工时管理及财务核

算系统形成了有效集成与互动，实现了

物流、信息流、价值流同步，从而把成

本的计划、控制、计算和分析结合起来，

形成了成本管理数字化平台（参见图2）。

与此同时，围绕飞机研制，公司从

设计、生产、管理等多方面强化信息化

应用。通过采用协同平台、全三维数字

化定义及数字化协同制造技术，实现了

产品数据管理及装配仿真，大大缩短了

工艺准备时间。

（三）建立趋近于市场的内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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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创新内部EVA理念

内部价格（又称标准成本）作为结

算、管理和考核的重要标准，是成本核

算、管理和考核的基础。公司完善内部

价格的编制方法，采用“目标成本法”，

以产品趋近于市场的价格和企业效益

预期为约束条件，倒推分解生产单位的

目标成本，并采用作业成本法，以作业

为纽带，以产品生产与资源消耗的因果

关系为基础，将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资源

消耗对象化、显形化，自上而下分解，

编制产品零部件内部价格。

公司通过“两次分配”，将目标成本

中应由专业厂控制的成本最终分配到零

组件（工序）中，作为企业内部核算的“标

准成本”。第一次分配是将目标成本按

照每个专业厂的分工，根据其资源消耗

比重，确定由每个专业厂承担的成本控

制总额，并将其分配至各专业厂；第二

次分配由各专业厂以工序成本为基础，

将各专业厂的总成本依据作业成本法

尽量对象分解至各零组件，尽可能将费

用对象分解到产品零组件，成为零组件

的标准成本。零组件的标准成本计算方

法如表所示。

（四）改进成本经济责任制管理，落

实内部EVA

伴随着内部价格的完善，公司对专

业厂的业绩评价模式也随之改变。单纯

以部分成本费用指标进行评价的考核

模式被衡量专业厂创造的内部增加值

所代替，从而有力助推了公司由“任务工

时型”向“任务效益型”的转变，调动了

专业厂主动控制各项成本的积极性。例

如，将成品、材料供应部门的财务评价

由简单的费用考核调整为供销成本责

任中心考核，供应部门对整个采购过程

的成本承担责任。通过调整各单位的职

能，将原不可控的折旧、人工等费用纳

入可控成本范围，遏制了各单位对资源

的过度需求。同时，将各项成本费用层

层分解到部门和个人，充分调动了各单

位、各环节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的成本控制，有力地促进了企业价值的

提高。

（五）运用现代管理手段，提升价值

创造水平

1.运用平衡计分卡推进责任管理

模式，内容包括：①开发任务管理单位

平衡计分卡，使计划任务的落实适时受

控。②重点任务纳入年度、季度工作计

划，并建立KPI指标作为单位评价模式

的创新。③将EVA指标转化为各责任单

位的任务指标并分解落实。④开发各责

任单位平衡计分卡，实现战略对接。

2.推行精益成本理念，内容包括：

①责任落实到班组，充分调动班组成本

管理积极性。②重点精益改进项目，主

推和引领制造单位的精益工程。③班组

协同管理，运用集体智慧参与管理。

二、几点思考

1.企业要建立符合战略、适合自

身特点的管理会计体系，并做好重点控

图1 图2

零组件标准成本计算表

成本动因 算法 是否对象化

直接材料 材料毛坯/利用率×材料单价 直接对象化

直接人工 小时工资率×现行工时 直接对象化

制造费用

折旧费 小时折旧率×现行工时 直接对象化

水电费 瓦特水电率×机床功率×现行工时 直接对象化

修理费 小时修理费率×现行工时 不可对象化

低值易耗品 小时低值易耗率×现行工时 不可对象化

机物料消耗 小时机物料消耗率×现行工时 不可对象化

职工薪酬 小时职工薪酬率×现行工时 不可对象化

其他制造费用 其他制造费用率×现行工时 不可对象化

专用费用
专用工装 小时专用工装率×现行工时 不可对象化

专用工具 按实耗统计 直接对象化

废品损失 废品损失率×成本控制总额 不可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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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管理会计是企业自身发展和管理提

升的必然需求，同时管理会计体系是内

部管理体系。每个企业的经济运行特点

和管理模式都不同，企业应结合实际，

按战略管理要求进行管理会计体系构

建，同时夯实企业基础管理，做好重点

控制和管理，促进管理提升和战略目标

的实现。以成飞公司的实践为例，在大

力推进EVA评价的今天，关注EVA及

其各影响因素成为管理会计的重要内

容。因此除收入、利润指标以外，资本占

用、投融资活动等财务信息的关注、分

析和控制成为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同

时，内部二级管控模式还要对EVA指标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管理承接。

2.管理会计体系构建应导入先进

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先进的管理理念和

方法在企业管理会计中的应用，可以极

大地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企业应积极

探索推广运用平衡记分卡、价值工程、

作业成本法、精益生产等管理方法，并

对各级领导和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

管理会计的方法和技巧，并运用于所从

事的工作。

3.管理会计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

等应相互协同推进。管理会计、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等均是企业需要推进的

管理手段和措施，相互有交叉和各自的

工作重点，应协同推进，共同提升企业

管理水平。

4.集成、共享的信息化平台是管理

的基础和手段。物流、价值流、信息流三

流合一的信息化平台，是管理信息准确、

及时、完整的保障，是过程控制的依据，

是管理效率提高的基础和手段。企业一

定要重视信息化建设，对信息化建设应

系统思考、整体协同、逐步完善。

（作者单位：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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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简介　

打造世界轧辊行业第一强企
　　　　——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的质量管理实践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简称中钢邢机）于1958年建厂，　2006年加入中钢集团后，经过大规模技术设备升级改造，

现已成覆盖全部黑色及有色金属轧制领域的轧辊生产企业和全球轧辊行业产能第一的专业生产厂家，轧辊产品国内市场综合占有

率40%以上，其中大型H型钢轧辊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轧辊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12.5%。公司相继获得2010年河北省首届

政府质量奖、2009~2010年度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

加强过程管理与控制能力，提高产品实物质量。中钢邢机通过持续深入开展　“方圆工程”和　“镜面工程”劳动竞赛活动，对生

产过程的工序质量进行全面梳理，每月一评价，每季一提高标准，先后累计梳理出不可控点3　000多个，通过采取优化工艺、规范

操作等措施，使其转化率达到98%以上，促进了轧辊产品质量的提高。在“2011年西门子奥钢联供应商之星”评选活动中，中钢邢

机被评为全球唯一一家轧辊类“供应商之星”。

加快新优产品的研发能力，提高市场保障质量。中钢邢机充分发挥国内轧辊行业首家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院士工作站及1　5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的科研优势，先后研发出一系列高技术、高质量、高性能的国家重点新优产品，有100多项研

发产品填补了国家空白，较好地满足了中国钢铁工业的需要。其中，“5米以上宽厚板轧机工作辊”获河北省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为国

内造船和军工等特种钢板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型锻钢支承辊”成功研发，使公司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具备大型锻钢和复

合铸钢支承辊生产能力的轧辊专业制造厂家；“铸造工具钢轧辊”打破国外工具钢轧辊的市场、价格垄断，满足了国内高等级钢材

的轧制需求；大型Cr4锻钢冷轧工作辊、万能型钢轧机新材质立辊辊环、改进型中宽厚板轧机工作辊、新型热带精轧后段工作辊、

Cr5锻钢热轧铝工作辊等一大批新产品的成功研发，受到用户的高度赞誉。

满足终端用户不同需求，提高市场服务质量。中钢邢机是全球唯一一家在钢铁企业生产现场设立营销处的轧辊企业。通过对

重点客户实施一对一式的个性化、特色化服务，使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切实得到了实惠。正是这种特色化增值服务的深化，使中钢邢

机与众多特大型钢铁企业逐渐结成了互利互信、互惠互赢的战略伙伴关系。目前，已经在国内与宝钢、首钢等排名前30位的钢铁

企业，在国际上与韩国浦项等世界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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