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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作业成本法

加强工务维修成本控制

赵德志■

随着铁路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特

别是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后，铁路运输

企业的市场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实现铁

路企业价值增值就成为其重要战略目

标之一。作为在铁路企业支出体系中

占重要地位的工务单位，在确保铁路运

输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控制

好工务维修成本，对铁路企业价值增值

意义重大。目前，上海局所属工务单位

按照标准成本科目归集核算工务维修

成本，实施划小核算单位管理，建立三

级核算体系，以此来推动工务维修成本

管理。在该核算方式下，工务维修成本

管理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人工、材

料支出比重较大 ；二是支出点多且分

散 ；三是人员控制较难，而且还存在诸

如成本过程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成本

考核力度不大、成本分析与管理工作不

够精细等问题。本文从介绍“检养修”

生产组织变革入手，引入作业成本法，

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层面就工务维

修成本控制进行探讨。

一、采取“检养修”分开的生

产组织改造

（一）“检养修”分开

工务维修作业可以分为检查、分

析、计划、作业、验收五大环节。在实

施“检养修”分开前，铁路工务单位一

般都是按照线路营业里程设置线路（桥

梁等）车间、工区。在这种生产组织形

式下，各工区按照管辖范围负责组织

实施本工区范围内的工务设备检查、

养护、维修，从设备检查、计划制定、

生产组织，到完工验收一条龙操作，这

样一方面不利于工务维修作业的工作

量调查，可能会造成一些无效作业的

产生 ；另一方面不利于作业质量控制，

可能会造成重复维修。而且车间在资

源统筹、作业组织、质量保障等方面所

起到的作用也不容易显现。

实施“检养修”分开，即分别设立

检查工区、维修工区和线路工区。由检

查工区定期对工务设备进行状态检查，

提报作业施工计划建议，并对维修后

的设备质量状态进行复核检查 ；线路

工区负责管辖范围内的设备巡查、营

业线施工监督、外部环境和应急值守

等 ；维修工区负责工务设备维修作业。

也就是检查工区负责“检查、分析、建

议计划、验收”四大环节，维修工区负

责线路养护维修的作业环节。

（二）“检养修”分开对工务维修成

本管理的影响

1. 从生产组织上推动了工务维修

作 业 成 本 的 管 理。“ 检 养 修 ”分 开 前，

工务维修作业工作量的大小完全由工

区掌握。“检养修”分开后，一项工务

设备是否需要维修、维修工作量大小

都是由检查结果确定，使工务维修工

元不等的奖励，反之，则对相应车间进

行考核，并由车间负责具体考核落实到

个人，奖罚结果全段公示。

（三）有序推进，节油成效显著

1. 各车次柴油消耗明显减少。实行

新的发电车柴油消耗管理制度后，柴

油消耗量明显减少，以 2015 年柴油消

耗量最高的 8 月份来看，大部分车次柴

油单耗都较上年有所下降，其中降幅

最大的比例达 20% 左右。

2. 柴油成本支出创历史最低。2015

年平均柴油单耗为 31.78 公斤 / 千辆公

里，较历年的年平均单耗 36.5 公斤 / 千

辆 公 里 减 少 4.72 公 斤 / 千 辆 公 里，较

2014 年平均单耗 34.46 公斤 / 千辆公里

减少 2.68 公斤 / 千辆公里。

3. 激发了职工节支创效的积极性。

以“公斤 / 辆小时”为柴油消耗评定标

准，能更清晰地反映每组车底的真实

情况，且同一车次不同车底之间也能

比较，例如 ：2015 年 8 月份各车底柴油

消 耗 情 况 中，同 为“K8417/8 上 海 - 黄

山” 车，单耗定额均为 2.95 公斤 / 辆小

时，但甲包乘组的实际单耗为 2.94 公

斤 / 辆小时，乙包乘组为 2.96 公斤 / 辆

小时。甲组因为控制在单耗定额内而

获得奖励，乙组因未达标而被考核。这

样的结果促使职工在工作中更加努力

完成节油目标，形成了班组和班组之

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的良性竞争，激发

了职工节支创效的积极性，营造了管

控发电车油耗的良好氛围。同时，上海

铁路局也从政策上激励节支，如 2015

年清算政策明确各单位可按照节支额

的 40% 增加额外清算，增加了职工收

入，进一步激发了职工安全生产、节支

创效的积极性。
（本文系上海市财会学会重点课题“基于

价值创造的铁路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研究”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铁路局上海车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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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得以严格控制，从而达到控制成

本的目的。

2. 从设备质量上推动了工务维修

作 业 成 本 的 管 理。“ 检 养 修 ”分 开 后，

责、权、利更加明确，既有利于提高作

业效率，又有利于提升设备质量，推动

工务维修成本管理。

3. 为引入作业成本法管控工务作

业成本带来了可能。作业成本法的核

心思想是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

业。“检养修”分开后，一方面有利于

作业的划分和作业动因的确定，另一

方面通过控制作业数量和质量，可以

实现运用作业成本法管控工务维修作

业成本的目的。

二、运用作业成本法实施维修

成本控制分析

（一）建立作业中心、确定成本动因

科学合理地建立作业中心是实施

作业成本法的重要基础和应用前提。

对于作业的划分，既不能太细也不宜

太粗，其细分程度应该视企业规模大

小、管理层管理需求不同而定。

针对工务维修生产现场情况，对

工务维修生产进行梳理研究后，可按

照以下原则划分工务维修作业中心和

确定成本动因 ：一是按检查、维修进

行划分 ；二是按照设备不同，分线路、

道岔、桥梁、隧道、路基等进行划分 ；

三是按照维修工作量确定成本动因，

如延长公里、组、换算米等。

（二）工务维修成本的事前控制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从线路维修

作业的成本控制入手，就应用作业成

本法实现工务维修事前、事中、事后控

制来进行分析。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事前控制，就是运用成本预算管

理等有效手段，在产品生产之前，对影

响产成品生产成本的各项经营活动进

行事前的科学规划、设计 ；同时结合

企业自身实际情况，适当参考企业外

部的市场环境，制定产品成本的控制

标准，以及制定产品成本控制的措施。

成本控制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要

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环境的不断

变化而进行改善和调整，要充分考虑

材料价格、职工素质、人工成本等多种

因素，使得整个成本控制过程呈动态

性、持续性。

在制定工务维修作业标准成本时，

既要充分考虑工务段生产实际状况、

养修水平、职工素质等因素，又要考虑

天窗资源、生产任务等因素，要比工务

单位现有先进成本水平和劳动效率适

当低一些，使得大多数职工在共同努

力的前提下，基本都能实现成本控制

目标，保留一定的提升空间，这样既有

利于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

于工务维修作业任务的按时保质完成。

作 业 成 本 控 制 标 准 =（Mx×Nx） 

x=1,2……其中 ：M 是单位要素单价，

N 是消耗量 ；x 是所消耗的第 x 种资源。

具体成本标准可从直接材料、直接人

工、间接费用三方面来制定。

1. 直 接 人 工 标 准。直 接 人 工 标 准

成本分为基准工资率和标准人工工时，

也就是直接人工标准价格和直接人工

标准用工量。 

直接人工标准成本 = 直接人工标

准价格 × 直接人工标准用工量 = 基准

工资率 × 基准人工工时               

图 1 生产组织及成本控制体系图

表1                  间接费用标准及实际统计表

间接费用项目 成本动因
动因分配率 成本动因量 间接费用

标准 实际 标准 实际 标准 实际

捣固机运用维修 机器工时 256 158.8 　

打磨机运用维修 机器工时 253 253.8 0.5 0.5 126.5 126.9 

切割机运用维修 机器工时 171 0.4 0.5 68.4 75.0 

水电费 人工工时 2.1 2.2 90 90 189.0 197.8 

办公、差旅费 人工工时 2.53 2.7 90 90 227.7 240.4 

汽车费用 运行公里数 1.5 　 0 0.0 

轨道车运用维修 运行公里数 87.3 88.9 20 20 1 746.0 1 778.9 

劳动保护费 人工工时 0.65 0.8 90 90 58.5 70.6 

临时租车费 次 400 415.4 1 1 400 415.4 

合   计 2 816.1 2 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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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直接人工标准价格需要根

据工务段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工作

岗位、员工知识背景及岗位等级等内

部相关因素。直接人工标准用工量是

指充分考虑安全人员、施工准备工作

耗用工时等相关因素之后，在工务单

位现有的工务维修生产技术条件下，

完成某项作业所必需的时间。

2. 直接材料标准。直接材料标准包

括直接材料标准价格和直接材料耗用

量标准，即直接材料标准成本 = 直接材

料标准价格 × 直接材料耗用量标准。 

对于工务单位来说，主要材料都

是由铁路局统一采购，所以工务单位

对直接材料价格基本没有控制权。在

实施作业成本法控制工务维修作业成

本时，更多的应侧重于直接材料耗用

量标准的制定。在制定材料耗用量标

准时，要综合考虑材料的损耗和废旧

材料的回收问题。

3. 间接费用标准。间接费用，即在

工务维修作业过程中，除直接材料、直

接人工外，所发生的不能直接归集到

各作业中心的其他所有间接费用。在

作业成本的归集过程中，要对作业动

因进行统计。对于可以直接归属到各

作业中心的间接费用，则不需要选取

作业动因。对于需要分配的作业动因，

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

作业动因分配率 = 各类间接费用 /

相应的作业动因量            

某作业应分配的间接费用 = ∑（作

业动因分配率 × 作业动因量）    

通过对工务单位 3 年工务维修作

业成本进行分析，并结合现场调研，笔

者分析归纳出表 1 作业的成本动因，并

以 XX 维修工区 2015 年 12 月间接费用

标准动因分配率示例。

（三）工务维修成本的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是作业成本控制的核心

环节，而资源消耗量则是事中控制的

关键。工务单位可重点从维修工作量

确认、施工计划制订、人员统筹、施工

质量把控、旧料回收等方面进行控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铁路工

务作业事中控制的重点一是要确保完

成作业任务，当天作业任务若未能完

成，意味着要浪费天窗资源、人力资源

重新组织作业，造成成本支出的巨大

浪费 ；二是要确保作业质量，作业质

量不合格不仅影响运输安全，也大大

增加作业成本。

（四）工务维修成本的事后控制

事后控制是以事前、事中控制为

基础，及时分析计算各作业中心的作

业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差异，并研

究差异产生的原因，给予成本考核奖

惩，这是工务维修成本控制措施长久

有效的关键。

1. 作业成本差异分析。作业成本差

异分析是工务维修作业成本控制的关

键环节，只有准确找出作业成本差异

产生的原因，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后期

控制措施，才能有效控制好工务维修

成本。从上述作业成本数据来看，差异

的产生是由人工成本、材料采购价格、

材料使用量、作业动因等多方面原因

造成的。在实施工务维修成本管理时，

要通过对作业成本差异的剖析，找出

成本增加的关键点，为管控工务维修

成本找到依据。

2. 作 业 成 本 控 制 考 核。将 作 业 工

区奖励与作业成本指标完成情况挂钩，

将职工个人的责、权、利与工务单位的

经济效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定期通

报作业成本控制奖励兑现情况，充分

调动职工参与控制作业成本的积极主

动性，让每位职工把参与作业成本控

制当成一项日常工作。

3. 建 立 作 业 标 准 持 续 改 进 制 度。

仅仅停留在静态的成本控制是远远达

不到效果的，需要不断地修正成本控

制标准，动态的持续改进的成本控制

标准才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控制标

准修正过程中，应搜集好各方面的数

据，并对工务单位的内外环境进行充

分 考 察，对 成 本 信 息 进 行 分 析 评 价，

与上期相比较，找出存在的问题，优

化成本控制标准，并对成本控制经验

进行总结。

4. 改 进 工 务 维 修 作 业。通 过 作 业

分析，可以得出各项工务维修作业的

价值和作业效率，从而找到改善工务

作业的目标和方法，如优化维修生产

组织，科学调配人力，科学编制施工计

划，提高作业效率，消除不必要的非增

值作业，进而改进工务维修作业。
（本文系上海市财会学会重点课题“基于

价值创造的铁路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研究”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上海铁路局宁波工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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