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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钢将成本管理放在“核心”位置，将成本作为“牛鼻子”来抓，取得了奇迹般

的效果。然而，邯钢将成本管理视为核心工作的管理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性，通过

对邯钢以成本管理为核心的内容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邯钢以成本管

理为核心的管理思想既具有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局限

性）。
将成本管理放在“核心”位置，其普遍性在于：一是成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占

有重要地位，加强成本管理对每个企业都非常重要。因为，企业一切经济活动是

为获取利润，而利润=价格-成本-税金。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一般由市场竞争决

定，税金是固定比例的，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企业获利多少关键取决于成本的高

低。在同一类型的企业中，谁的成本低谁就能获得比他人多的利润，这也就决定

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二是成本管理属内部管理，一般较少涉及企业外部，

容易通过采取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创新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管

理弱化，成本管理的预期收益的潜力很大，将成本管理放在突出地位，挖掘蕴藏

在企业内部的巨大利润源泉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走向成

熟、企业管理走向科学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和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以成本管理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工作又有其特殊性，也就是说，以

成本为核心的思想对某一类型的企业是适宜的，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要将成本

管理作为核心工作，这也是这种管理方法的局限性。
邯钢其实代表着这样一种类型的企业：其一，竞争的实体要素趋同，使得各

企业没有特别有力的“武器”赢得竞争优势。如钢铁企业，基本呈共同的特征：产

品趋同，都是一样的钢锭、圆钢、角钢、罗纹钢、板材等；质量趋同，全国众多钢厂

的同种产品质量没有多大区别，也很难“制造”出质量差异；技术趋同，炼钢工艺、

技术基本一样，想从技术上、工艺上取得独有优势并非易事；产品功能趋同，因都

属原材料，产品功能单一，甚至没有小的差别；等等。其二，对大多数产品而言，消

费观念正发生着变迁：过去人们仅仅注重产品机能和需要量的满足，属于一种缺

失需要，需求观念一元化；现在人们的消费观念已由一元变为多元，不仅仅需要

产品的机能和需要量的满足，还注重精神追求，崇尚品牌和商品的附加价值，这

时在竞争中产品的机能和量的满足只是基础，而关键是软性因素竞争，如名牌价

值、企业形象等。但钢铁企业的产品不属于这种类型，企业形象和品牌当然起一

定作用，但这些软性因素对竞争的影响很小。在硬性因素趋同、软性因素不起作

用的情况下，企业欲取得竞争的胜利只有在价格上作文章，靠低价格吸引消费

者。换句话说，其他竞争要素不能产生差异，只有价格才是这种类型企业取得竞

争胜利的关键。那么，自然而然的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核心就放在了成本管理

上，以求通过降低成本来赢得价格竞争的胜利。这样说来，邯钢眼睛向内、狠抓成

本管理恰恰是一种最佳决策，它抓到了企业经营管理规律的“点”上。

但邯钢只是代表着一类企业，另外还有一大批其它类型的企业，它们的竞争

特点与邯钢大不相同，那么，它们的经营管理核心工作当然就不应是成本管理。

试举几例：（1）微电脑行业。其经营管理工作的核心决不是成本管理，消费者看重

的关键不是成本，而是高新技术。在世界领先的技术，超一流的、不断创新的产品

是企业的致胜法宝，获胜的电脑公司永远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代表和典范。
（2）化妆品行业。其消费群体更看重产品的品牌和形象（当然要有一定的功能基

础，但这不是关键），对这类企业而言，有了某种好的产品之后，关键的是进行企

业形象设计和广告宣传，从而在消费者中留下良好的印象，刺激其购买某一品牌

的欲望，这是企业的核心工作。饮料行业（包括酒类行业）与此类似，商品的某些

特征并不很重要，关键是要使消费者形成消费这种商品的习惯。有些商品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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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并不认可，如可口可乐、啤酒，但通过广告可使消费

者形成消费潮流，进而成为习惯。（3）流通行业。对流通行业

来讲，成本管理固然重要，但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信息工

作，即搜集反映消费趋势的信息，这样才能立于商家竞争的

潮头，引导消费，获得成功。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其一，每个企业都

有核心工作，它是该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和关键，是企业应

下功夫做好的工作；其二，每个企业的核心工作是不同的，

它受多种因素影响，但主要受市场竞争因素影响，因此，一

个企业的核心工作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得出；其三，邯钢抓住

成本管理这个核心工作的管理方法适合于邯钢这种类型的

企业，包括钢铁企业、建材企业等，但不是所有企业都适用，

所以在学邯钢经验时不能机械地照搬，必须学习其思想精

髓，即抓管理就是抓核心工作的管理思想。
（作者单位：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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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作业成本法：
厦门三德兴公司应用的实地研究

屈成鹰  沈艺峰

一、企业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厦门三德兴公司为生产硅橡胶按键的企业，主要给遥

控器、普通电话、移动电话、计算器和电脑等电器设备提供

按键。1985 年 11 月开始由新加坡厂商在厦门设厂生产，

1999 年为美国 IT T 工业集团控股。厦门三德兴公司年总生

产品种约 6 000 种，月总生产型号 300多个，每月总生产数

量多达 2 千万件，月产值为人民币 1 500 万元，员工约

1 700 人。企业的生产特点为品种多、数量大、成本不易精

确核算。
厦门三德兴公司在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方面大致经过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 年-1994 年）：无控制阶段。1994 年以

前，国内外硅橡胶按键生产行业的竞争很少，基本上属于一

个卖方市场，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完全控制在生产商手里，厦

门三德兴公司作为国内主要的硅橡胶按键的生产商之一，

在生产管理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如何尽可能地增加产量，基

本上没有太多地考虑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问题。
第二阶段（1994 年-2000 年底）：传统成本核算阶段。从

1994 年开始，一方面，硅橡胶按键行业的竞争者增多，例如

台湾大洋、旭利等企业的加入；另一方面，由于通讯电子设

备的价格下降，硅橡胶按键产品的价格也不断下降，1994

年硅橡胶按键价格跌了近 20%。硅橡胶按键行业逐渐变为

买方市场。成本核算问题突出表现出来，此时公司才开始意

识到成本核算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公司主要采用传

统成本法进行核算，即首先将直接人工和直接原材料等打

入产品的生产成本里，再将各项间接资源的耗费归集到制

造费用账户，然后再以直接人工做为分配基础对整个制造

过程进行成本分配，分配率的计算公式为：分配率等于单种

产品当月所消耗的直接人工/当月公司消耗的总直接人工。
由此分配率可得到各产品当月被分配到的制造成本，

再除以当月生产的产品数量，从中可以得到产品的单位制

造成本，将单位制造成本与直接原材料和直接人工相加即

得到产品的单位生产总成本。企业简单地将产品的单位总

成本与产品单价进行比较，从中计算出产品的盈亏水平。
1997 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造成整个硅橡胶按键

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度下降，硅橡胶按键生产商之间的竞争

变得异常激烈，产品价格一跌再跌，产品价格已经处在产品

成本的边缘，稍不注意就会亏本，因此，对定单的选择也开

始成为一项必要的决策。厦门三德兴公司的成本核算及管

理变得非常的重要和敏感。此时，硅橡胶按键已经从单纯的

生产过程转向生产和经营过程，一方面，生产过程复杂化

了，厦门三德兴公司每月生产的产品型号多达数百个，且经

常变化，每月不同，其中消耗物料达上千种，工时或机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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