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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流损失定量分析
在降低企业环境成本中的应用

气和废渣等成本。材料和能源消耗所

排放的废弃物治理成本最高，对环境的

影响最大，而系统成本对环境的影响较

小，因此企业应重点控制材料成本和能

源成本。

3. 应用原理。企业通过资源流损失

定量分析可以计算各个物量中心的资源

投入、产出、废弃物等流量和存量，进而

计算出各个物量中心半成品或产成品的

比率（即资源有效利用部分率）和负制

品的比率（即资源损失率），而企业根据

资源损失率首先可了解各个物量中心的

材料和能源损失程度，为生产流程和工

艺改造、产品升级换代、资源循环再利

用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然后通过实施

控制资源流损失的措施来降低废弃物排

放对外部环境的污染和损害，实现企业

环境成本的战略性降低。

二、资源流损失定量分析的工作

流程

如图 1 所示，企业的生产环节分可

为若干个物量中心 ：企业的材料、能源

和系统在经过第一个物量中心后，除

了输出半成品外，还生产一定的负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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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废水、废气和废渣）；第一个物量中

心生产的半成品作为第 2 个物量中心的

原料，连同新输入的材料、能源和系统

等资源一起输入到物量中心 2，经过物

量中心 2 的生产加工生产出新的半成品

和负制品，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生产出

产成品。企业对各个物量中心产生的

负制品进行回收处理仍需要消耗材料、

投入设备和人工，可循环再利用的部分

作为新的材料和能源重新输入到物量

中心。

企业运用资源流损失定量分析方法

降低环境成本时应从两个环节实施 ：第

一个环节是提高半成品（或产成品）的

形成率、降低负制品的形成率，该环节

属于事前控制 ；第二个环节是提高负制

品的循环再利用率、降低废弃物的形成

率，该环节属于事后控制。其中第一个

环节形成的负制品会加大第二个环节的

回收处理压力和环境运营成本，因此，

企业要遵循事前控制为主、事后控制为

辅的原则，实现环境成本的战略性降低。

三、资源流损失定量分析在企业

中的具体应用

摘  要：本文根据资源流转平衡原理将材料、能源、系统等输入成本在半成品、产成品、负制品等输出成本之
间进行分配，运用资源流损失定量分析法计算各个物量中心的资源有效利用率和资源损失率，遵循以降低负制品

形成率的事前控制为主、提高负制品循环再利用率的事后控制为辅的原则，通过实施长短期并进战略和构建反馈

循环机制来实现企业环境成本的战略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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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流损失定量分析的应用

原理

1. 资源流损失定量分析的内涵。资

源流损失定量分析就是运用资源流转

平衡原理，根据资源流会计核算出各个

物量中心资源流的有效利用率和损失

率，分析、制定、实施控制资源损失率

的措施，从而实现企业环境成本的战略

性降低。

2. 资源流成本平衡公式。资源流成

本会计的核心理念是资源流转平衡原

理，即资源输入成本等于资源输出成

本。资源输入包括材料、能源和系统等

的输入，资源输出包括正制品和负制品

等的输出。基于此，资源流成本平衡公

式可表述为“材料输入成本 + 能源输入

成本 + 系统输入成本 = 输出端正制品

成本 + 输出端负制品成本”。材料成本

包括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和其他材料成

本，能源成本包括煤、石油、天燃气、

水、电和蒸汽等成本，系统成本包括设

备折旧费、维修费、人工费等制造费用。

输出端正制品成本包括半成品成本和

产成品成本，负制品成本包括废水、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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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物量中心。企业在确定物量

中心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遵循

成本效益原则。获取各个物量中心资源

流的数据需要承担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信息获取成本，只有该物量中心的资源

有效利用收益大于获取成本时，设置该

物量中心才有价值。二是重要性原则。

具有多个生产阶段的企业可考虑将相同

性质或相同资源成本动因的生产环节合

成一个物量中心，特别是要将重要的生

产环节单独设置物量中心，对于多个非

重要的生产环节具备合并条件的可合并

设置物量中心，不具备合并条件的可不

予设置物量中心。

2. 收集和整理资源流数据。一是收

集和整理各种资源的数量和金额。如

图 1 所示，企业要从数量和金额两方面

逐一核算材料、能源、系统等资源在某

一物量中心的输入量，核算半成品、产

成品和负制品的输出数量，核算负制品

经过回收处理循环再利用量、废弃物处

理量和最终排放到自然系统的量。二是

计算材料、能源和系统成本。材料成本

是材料采购单价与投入数量的乘积，能

源成本是平均单价与消耗量的乘积，系

统成本是费用率、工作时间和单价三者

的乘积（系统成本一般还要按照各物量

中心的材料数量比例进行分配）。三是

计算资源流总成本。资源流总成本是材

料、能源和系统成本之和。四是资源流

数据收集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

实地收集法，可根据各个物量中心材料

领料单、能源消耗表、设备运行计量表

等获得原始数据 ；（2）ERP 系统法，运

用计算机和大数据可帮助企业快速准

确获取各种资源流的数据和金额等信

息，但有些数据需要进一步的分类和汇

总 ；（3）定额理论推算法，企业可根据

设备单位时间内原材料定额消耗数量

与设备工作时间的乘积得到材料的消

耗总量。

3. 归集和分配资源流成本。一是计

算分配率。分配率可用资源总成本除以

半成品、产成品、负制品的计量单位之

和得到，即 ：分配率 = 资源流总成本 ÷

（半成品计量单位 + 产成品计量单位 +

负制品计量单位）。计量单位可以是重

量单位、数量单位和体积单位等。二是

计算半成品（或产成品）成本和负制品

成本。物量中心所消耗的材料、能源和

系统成本要依据分配率在半成品（或产

成品）和负制品之间进行分配，即 : 半成

品（或产成品）成本 = 分配率 × 半成品

（或产成品）的计量单位 ；负制品成本 =

分配率 × 负制品的计量单位。

4. 计算资源流的有效利用率和资源

损失率。一是单个物量中心的计算。通

过计算，可以得到在第 j 个物量中心某

种资源 i 的投入成本 Cij。经过 j 物量中心

一方面会形成半成品或产成品（即有效

利用部分）的成本 Uij，另一方面会形成

负制品（即资源损失部分）的成本 Lij，并

有 Cij=Uij+Lij。企业第 i 种资源在第 j 个物

量中心的资源有效利用率 Hij=Uij/Cij ；

资源损失率 Sij=Lij/Cij。二是所有物量中

心的计算。企业所有物量中心的投入成

本可设为∑ Cij，所有半成品或产成品（即

有效利用部分）的成本可设为∑ Uij，所

有负制品（即资源损失部分）的成本可

设为∑ Lij，则有∑ Cij= ∑ Uij+ ∑ Lij，企

业资源有效利用率∑ Hij= ∑ Uij/ ∑ Cij，

资源损失率∑ Sij= ∑ Lij/ ∑ Cij。控制资源

损失率是降低企业环境成本的关键。

5. 制定企业资源损失率降低的措

施。一是确定资源损失控制点。通过对

各种资源在每个物量中心的资源有效利

用率 Hij 和资源损失率 Sij 的分析，企业

管理层可以清晰地知道各种资源在整个

生产流程中的资源损失率，根据重要性

原则，企业应将资源损失率较大的物量

中心作为关键控制点，通过专项分析并

提出改善措施。二是实地调查并制定措

施。企业要联合生产技术部、供应部、销

售部、财务部等各个部门进行资源损失

的调查取样和论证分析，要分析各种资

源损失削减的余地及其可能性，核算评

估由资源损失降低所带来的环境成本降

低效果，制定能够控制资源流损失的有

效措施。

6. 落实控制企业资源损失率的措

施。一是建立短期措施和长期战略的并

进机制。二是把握控制重点。要将提高

半成品和产成品的形成率、降低负制品

的产生率作为第一环节控制重点，将提

高负制品回收利用率作为第二环节控制

重点，以事前控制为主、事后控制为辅，

减少最终排放到生态环境中的废弃物。

三是构建反馈循环机制。企业要通过比

较资源有效利用率和资源损失率等各项

指标的前后差异来评估措施的实施效

果，对于效果不佳的措施要在查找原因

的基础上制定实施新的措施，并通过构

建反馈循环机制来保障企业资源流损失

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实现企业环境

成本的战略性降低。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7BGL066> 的资助）

（作者单位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会

计学系/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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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资源流损失定量分析在降低企业环境成本中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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