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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司“四轮驱动”价格管理的做法

加成方法，并参考相关产品的市场价

格灵活确定底价，采购、销售环节全

面运用市场价格进行监控。二是内部

推行模拟市场化。按照市场化运行、

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对分析化验

和运行维护业务开展模拟市场化运

行，增强了主辅双方成本效益意识，

优化降低了营运成本，推动了人员优

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三）强化考评保障，坚持价值导向

依据对标先进、奖惩分明的原则，

Q公司结合历史数据、公司实际、市

场情况等，科学设立产品销售、物资

采购的三台阶比价体系，按月考核刚

性兑现。对重点物料，分析与可比企

业间的排名变化，定期在经济活动分

析会上进行通报，督促产品销售稳价

推价，指导物资采购降本节支，推动

提高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全方位

提高价值创造能力。

二、深入业财相互融合推动创效  

（一）打破管理边界，实现源头融合

1.多维度把关，保投资可行。在投

资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Q公司财务

处提前介入，充分发挥财务价格管理

的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相关价格政策、

国际国内市场资源及供需趋势变化情

况，区分原料、产品、公用工程等板

块，利用历史价、现行价、市场价、进

口价等价格体系进行测算，形成财务

效益分析报告，从多个维度对项目进

行把关，为投资项目可行性决策提供

Q公司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的一家炼化公司，公司在财

务管理中高度重视价格管理，通过创

新体制机制、深入业财融合、深化管

理会计应用、构建管理信息系统的方

式“四轮驱动”价格管理。

一、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带动创效

（一）创新组织保障，坚持财务主

导地位

Q公司成立价格领导小组，公司

经理任组长，总会计师和分管经营副

经理任副组长，成员来自财务处、计

划处、生产处、销运部和物装中心。财

务处成立价格科，全面负责公司价格

管理。改变过去财务在价格管理中的

从属地位，明确由财务确定产品底价，

每月召开一次价格领导小组例会，建

立“财务定底价，销售卖产品”的运作

机制；对采购招标、合同签订、审核

入账、确认付款等全流程进行把关，

发挥财务监督作用；对投资项目进行

经济性评价，重点审查原材物料的价

格体系，发挥财务决策支撑作用。

（二）完善制度保障，坚持市场化

定价

Q公司制定了《价格管理办法》，

明确价格管理职责，规范定价工作流

程，确定市场化原则，充分发挥价格

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促进业务围

绕价值创造开展工作。一是外部价格

管理市场化。自销标准品依据市场走

势确定底价，自销非标产品依据成本

顾锐■

支撑。

2.多角度审核，保合同经济。为了

提高把关水平，Q公司财务处参与到

重点物资的招标环节，为招标底价的

确定提供市场价格、成本测算等关键

信息。在合同审核过程中，除了重点

关注价格形成依据外，财务随时与法

律、业务等部门进行沟通，审核确定

物资配送、质保要求、付款条件、售后

服务等条款，从业务源头保证合同经

济合理。

3.多渠道研判，保底价科学。Q公

司财务处通过深入生产一线，掌握生

产工艺和产品特性，深化对产品成本

和品质的认识；深入销售一线，了解

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提高对产品定

价的把握度；综合研究原油走势、产

品库存、产品供需等信息，结合本月

销售情况，会同销售部门共同研判，

形成对下月行情的预测。在此基础上，

由财务处独立提出底价建议，经价格

领导小组分析讨论后，确定产品底价，

确保底价制定科学合理。

（二）深入业务环节，实现过程融合

1.业财联动提高销售收入。在产

品销售过程中，Q公司财务与生产、

销售联合开展市场调研，掌握市场变

化，关注产品库存变化、装置开停工

情况，建立定期走访客户制度，了解

客户需求，结合公司实际销售情况，

实时比对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提出

稳价推价建议，在确保销售价格合理

的同时，畅通生产后路，保持合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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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实现销售性价比最优。

2.业财联合降低采购成本。在物

资采购过程中，Q公司财务与生产、

供应联合制定采购预案和采购策略，

全要素梳理采购流程，全过程参与采

购活动，建立采购物资台账，重点对

原油、原煤等大宗原料价格指数进行

监控，每天跟踪测算互供原料和自采

原料价格变化，每月对近万种物资采

购价格进行系统内比价，出具价格分

析报告，对采购部门提出采购降本建

议，实现采购性价比最优。

三、深化管理会计应用拉动创效

（一）运用边际分析法优化营运

管理

Q公司财务处坚持每周依据价格

变化，区分时期、时点两个口径，分别

测算炼油产品净价和化工产品边际贡

献，分析产品盈利能力，对乙烯链、丙

烯链、丁二烯链等产品盈利能力进行

分析排序，为月初排产、月中优化提

供支撑，指导产品出厂和原料进厂节

奏，防范存货跌价损失风险。

（二）运用标杆管理法提高决策

质量

Q公司以价格标杆为抓手，寻找

同行业内可比标杆企业，在销售、采

购等环节全面开展对标活动，通过对

标发现不足，分析差距，制定措施，

追赶先进，以价格管理促进公司提质

增效。

（三）运用目标成本法指导采购

降本

Q公司不断拓宽原料采购渠道，

充分了解供需双方原料的用途，基于

目标成本进行采购定价，优化原料结

构，全面推进降本增效工作。例如，

2018年6月，由于巴布内亚新几内亚

地震，Q公司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

LNG乙烷资源。为进一步优化乙烯原

料结构，公司将周边企业生产的乙烯

用原料干气作为其替代原料。由于市

场上无相同产品销售，为了合理定价，

Q公司根据工艺测试情况，结合对方

用作锅炉燃料的实际用途，用乙烯近

三年最佳边际确定目标利润，经过乙

烷、石脑油、天然气不同价格体系的

比对，设定其目标成本不能高于乙烷

出厂价格，同时针对其实际用途挂靠

石脑油，最终确定其价格执行石脑油

的0.92，但不能高于LNG乙烷出厂价

格。生产投用后的数据表明，其产值

和边际贡献位于所有裂解原料之首。

此举优化了乙烯原料结构，降低了乙

烯原料成本，提高了化工板块效益。

（四）运用本量利模型补齐原料

短板

为了补齐原料短板，Q公司将周

边C公司生产的混合丁二烯作为备用

原料，在系统内互供量不足时采购入

厂。在确定采购价格时，财务处与业

务部门反复研讨，根据产品价格、完

全加工费和合理利润，建立贡献毛益

式本量利分析模型，测算出保本点，

并设置三台阶谈判价格。经与C公司

多次商谈，最终确定定价公式为，产

品折纯价格扣减6%利润及完全加工

费。该物料进厂后，缓解了丁二烯原

料不足的矛盾，摊薄固定加工费427

元/吨，还可稳定赚取6%的加工效

益，实现了双赢。

四、发挥信息技术优势促动创效

（一）自动获取海量数据，降低时

间成本

利用石化商情网站市场资源和大

数据采集技术，对中石化内部和外部

市场的价格数据进行系统化采集和标

准化处理，打破信息“孤岛”，建立统

一规范的本地数据库，自动搜集包括

ERP系统、BW系统，中石化财务信息

网、炼销网、化销网，国内市场主流信

息网站等的信息，实现自动获取数据

和数据信息共享，大大减少了价格管

理的日常工作量，降低了时间成本，

让价格管理人员腾出精力抓管理。

 （二）及时提供精准信息，提高工

作效率

利用价格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支

持，通过对广泛的数据源进行清洗、

分类、比较、分析，自动形成各种价格

分析报告，减少人为差错，价格信息

更加及时准确，有效提高了价格管理

的工作效率。销售监控板块，按照公

司实际销售模式，对化工买断产品、

炼油统销产品、统配产品、自销产品

共160种公司产品进行监控。系统按

照每天和每月两个维度，自动对产品

价格与市场价格进行比较分析，展示

价格变化和量价配合情况，直观表达

产品价格与市场变化的契合度。采购

监控板块，自动监测燃料煤、原盐、丁

二烯、液氨等公司大宗原料的价格变

化趋势，并与公司采购价格执行情况

进行实时比对。根据市场价格及定价

公式，对石脑油、丁二烯等物资的采

购结算价格进行自动测算，提高了工

作效率。对系统内使用同一物资编码

的采购价格信息进行自动比对，实现

中石化系统内近万种物资采购比价，

及时揭示异常情况。数据中心板块，

赋予数据库准确的运算逻辑，自动生

成炼油产品净价表、买断价格计算测

算表、兄弟单位排名表、产品价格表、

购销公用工程统计表、系统内比价汇

总表和价格日报等报表。每天将搜集

到的主要产品原料价格信息加工成监

控报告，以短信方式自动发送到相关

人员手机。改制企业板块，从销售与

采购两个方面自动提取与改制企业发

生的所有业务，直观地展现业务内容，

价格管理的有效性得到提高。 
（作者单位：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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