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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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 编辑  袁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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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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各生产车间很难精确界定，已经无法按照传统成本法

对每个产品分别进行合理、准确的成本核算，也无法为企业

生产决策提供准确的成本数据；另一方面，企业中的行政管

理、技术研究、后勤保障、采购供应、营销推广和公关宣传等

非生产性活动大大增加，为此类活动而发生的成本在总成

本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而此类成本在传统成本法下又

同样难以进行合理的分配。如此一来，以直接人工为基础来

分配间接制造费用和非生产成本的传统成本法变得不适

用，公司必须寻找其他更为合理的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方

法。

二、作业成本法在企业的实际运用

在作业成本法下，作业被认为是由生产引起的，生产导

致作业的发生，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并导致间接

成本和间接费用的发生。产品成本就是制造和运送产品所

需要的全部作业的成本之总和。因此，根据作业成本法的处

理方法，间接费用或间接成本不在各产品之间进行间接分

配，而是在各作业项间进行分配，体现了费用分配的因果关

系，从而使作业成本乃至产品成本的计算都较为准确。作业

成本法的实质就是在资源耗费与产品耗费之间借助“作业”

这一“桥梁”来分离、归纳、组合，最后形成产品成本。具体来

说，厦门三德兴公司实施的作业成本法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一）确认主要作业，明确作业中心。作业是于企业内

与产品相关或对产品有影响的活动。企业的作业可能多达

数百种，通常只能对企业的重点作业进行分析。根据厦门三

德兴公司产品的生产特点，笔者从公司作业中划分出备料、

油压、印刷、加硫和检查等五种主要作业。其中，备料作业的

制造成本主要是包装物，油压作业的制造成本主要是电力

的消耗和机器的占用，印刷作业的成本大多为与印刷相关

的成本与费用，加硫作业的制造成本则主要为电力消耗，而

检查作业的成本主要是人工费用。各项制造成本先后被归

集到上述五项作业中。
（二）选择成本动因，设立成本库。成本库按作业中心

设置，每个成本库代表它所在作业中心里由作业引发的成

本。成本库按照某一成本动因解释其成本变动。这当中成本

动因的选择非常重要，成本动因是一项作业产出的定量计

算。通常成本动因的选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作业

的层次，二是驱动的特点。所谓层次指作业概念中的单位作

业、批作业和产品作业等构成；所谓驱动指产品消耗作业的

性质。驱动一般包括经济业务驱动、期间驱动、密度或直接

收费驱动等。其中经济作业驱动指依作业发生的频率来计

量的驱动；期间驱动指用完成每一项作业所花费的时间来

计量的驱动；密度或直接收费驱动则指根据每次完成一项

作业所实际消耗的资源来计量的驱动。
在厦门三德兴公司备料、油压 、印刷、加硫和检查等五

项主要作业里，笔者对成本动因各自选择如下：

1、备料作业。该作业很多工作标准或时间的设定都是

以重量为依据。因此，该作业的制造成本与该作业产出半成

品的重量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产品消耗该作业的量与产品

的重量直接相关。所以笔者选择产品的重量作为该作业的

成本动因。

2、油压作业。该作业的制造成本主要表现为电力的消

耗和机器的占用，这主要与产品在该作业的生产时间有关，

即与产品消耗该作业的时间有关。因此，笔者选择油压小时

作为该作业的成本动因。

3、印刷作业。从工艺特点来看，该作业主要与印刷的道

数有关，因此，笔者选择印刷道数作为该作业的成本动因。
4、加硫作业。该作业两个特点，一方面，该作业的制造

成本主要为电力消耗，而这与时间直接相关；另一方面，该

作业产品的加工形式为成批加工的形式，因此，笔者选择批

产品的加硫小时做为该作业的成本动因。

5、检查作业。该作业以人工为主，而厦门三德兴公司的

工资以绩效时间为基础，因此，笔者选择检查小时做为该作

业的成本动因。
此外，三德兴公司还有包括工程部、品管部以及电脑中

心等基础作业，根据公司产品的特点，产品直接原材料的消

耗往往与上述基础作业所发生的管理费用没有直接相关

性，所以，笔者在基础作业的分配中没有选择直接原材料，

而是以直接人工为基础予以分配。三德兴公司在 2000 年 9

月份的各项作业的成本动因选择及分配率见表 2-1。
表 2-1  各项作业成本动因选择及分配率  单位：美元

（三）最终产品的成本分配。笔者根据所选择的成本

动因，对各作业的动因量进行统计，再根据该作业的制造成

本求出各作业的动因分配率，将制造成本分配到相应的各

产品中去。然后根据各产品消耗的动因量算出各产品的总

作业消耗及单位作业消耗。最后将所算出的单位作业消耗

与直接原材料和直接人工相加得出各个产品的实际成本状

况。由于厦门三德兴公司总生产品种约 6 000 多种，月总生

产型号达 378 种，笔者这里主要列出三德兴公司有代表性

产品型号各自在传统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下分配制造成本

上的差别（见表 2-2）。
表 2-2  传统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下分配制造成本的差别

  单位：美元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三、传统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实地研究结果的比

较

根据上述步骤，笔者选择三德兴公司在 2000 年 9 月份

的生产数据，对 378种型号的产品分别进行计算。表 3-1 和

表 3-2 分别列出两组主要有代表性的实地研究成果。其

中，表 3-1 为根据传统成本法计算亏本，而经作业成本法

重新计算并没有亏本的产品型号；表 3-2 为在传统成本法

下没有亏本，而按作业成本法再计算却显示为亏本的产品

型号。
表 3-1  传统成本法核算下为亏本而作业

成本法核算下为盈利的产品型号   单位：美元

表 3-2  传统成本法核算下为盈利而作业

成本法核算下为亏本的产品型号   单位：美元

从表 2-1、表 2-2、表 3-1 和表 3-2 可以看出：（1）传统

成本法对成本的核算与作业成本法对成本的核算有相当大

的差异。作业成本法是根据成本动因将作业成本分配到产

品中去，而传统成本法则是用数量动因将

成本分配到产品里。按照传统成本法核算

出来的成本停止那些亏本产品型号的生

产事实上可能将是一个错误的决策。（2）

在传统成本法下完全无法得到的各作业

单位和各产品消耗作业的信息却可以在

作业成本法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公司从而

可以分析在那些亏本的产品型号中，究竟

是哪些作业的使用偏多，进而探讨减少使

用这些作业的可能。比如对于与传统成本

法相比较成本较高的“20578940”型号产

品，从表 2-2 可以看出其主要的消耗在油

压和加硫两项作业上，这样公司就可以考虑今后如何改善

工艺，减少此类产品在这两项作业上的消耗，从而减少产品

成本。（3）对于在传统成本法中核算为亏本而在作业成本法

下不亏本的产品型号，可以通过作业成本法来了解成本分

配的信息。比如型号为“3D S06070A C A A”的产品在传统成

本法中分配到的每单位制造成本为 0.01499 美元，而在作

业成本法中每单位制造成本却仅为 0.00054美元。从表 2-2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型号的各项作业消耗实际上都很小，

主要是直接人工消耗相对较大，但按照传统成本法以直接

人工作为分配基础，就导致该型号产品分摊到过多的并非

其所消耗的制造成本，因而出现成本虚增，传递了错误的成

本信号，容易导致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4）通过作业成本

法的计算，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在公司总的生产过程中，哪一

类作业的消耗最多，哪一类作业的成本最高，从而知道从哪

个途径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例如从表 2-1 中可以

看出，油压作业的单位动因成本最高，其作业的总成本也最

大。印刷作业的成本动因量及作业总成本次之。因此，今后

应对这两个作业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如何予以进行改善，

比如通过增加保温，减少每小时电力消耗的方法来降低油

压作业每小时作业的成本；通过合并工序来减少印刷作业

的动因量。如此，通过加强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把企业的管

理水平带动到作业管理层次上来。

四、对厦门三德兴公司作业成本法实地研究的体

会与思考

在历时半年多的对厦门三德兴公司应用作业成本法的

实地研究中，我们有如下四个方面的体会和思考。
（一）动因的选择不必求全，但应该找到最重要的、与主

要成本花费相关的关键因子。从本文的实地研究伊始，笔者

曾试图找出与所有成本耗用均相关的成本动因，但经多方

面尝试后证明该做法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独立的作业中不

可能所有的耗费都与同一个成本动因成正比。以后，笔者转

而试图将作业做进一步的细分，但随即发现如此一来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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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之多的作业，在实际生产中要统计这些作业也是困难重重。
经反复探讨并仔细研究作业成本法的原理后，笔者最终采用如下

方法：即先选择出相对独立的、对产品的形成影响较大的主要作

业，然后再确定作业中与主要的成本消耗相关性较大的成本动因。
这一做法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核算的准确度，但正如卡

普兰教授和阿特金森教授所指出的，一个合理的作业成本制度的

目标不是拥有最准确的成本计量方法，如果把一个产品实际的成

本消耗看作是靶的中心，一个相对简单的制度只要能始终如一地

击中靶的中环和外环就可以算得上准确。而传统的成本制度实际

上从来没有击到过靶，甚至连放靶的墙也没有击到。
（二）成本动因的选择可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注意与传统成本

核算系统相结合。事实上，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并不是相互排

斥的，它是在解决传统成本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传统成本法的

发展。例如在本文的实地研究中，笔者选择备料成本动因时，就选

取了“备料重量”这一通常在传统成本法里使用的分配因子，这有

助于提高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三）企业实施作业成本法必须要以完善的计算机系统为基

础。笔者在进行实地研究的过程中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尤其是

像厦门三德兴公司这类消耗原材料的种类和生产的产品品种都较

多的企业，如果没有计算机系统的支持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

对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完全基于以下计算机系统条件：企业的计算

机已实现网络连接，已建立配方库、标准库等基础数据系统，已按

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独立的核算系统，具有数据处理中心及形成

相应的信息。
（四）在当今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里，企业能否生存及获得发

展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能否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高的收益。在给定

投资决策前提下，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成为企业能否获利的一项

重要决定因素。谁成本控制得好，谁就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竞

争优势。而成本控制的前提之一在于获得正确的成本信息，只有正

确地掌握产品各类成本的构成及来源，才能有效地控制成本。但在

传统成本法下，企业各项间接性的成本大都以直接人工或机器小

时等为标准分配到各产品中去，对于像厦门三德兴公司这类原材

料和产品品种数量繁多、差异又大的企业而言，传统的成本分配方

法非常不准确。它提供了产品成本的错误信息，使企业的成本控制

无的放矢，难以真正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与此相反，作业成本法

把企业的生产活动看成是由一 系列的作业所组成的，它通过一定

的成本动因将产品与实际所使用的作业联系在一起，而作业又再

与所消耗的资源相联系，每完成一项作业都要消耗掉一定的资源。
这样核算出来的成本就比较能反映出企业真实的成本状况，从而

为管理者提供较为真实的成本信息，有利于企业的成本核算和成

本管理。
（作者单位 ：厦门 三德兴公 司 厦门 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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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制度改

革方案介绍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上海仪电控

股（集团）公司（占60% 股份）和中比合资上海

贝尔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并于1998年改

制上市。贝岭公司主要从事通讯、多媒体信息

系统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销售与技术服

务。公司现有员工中约有50% 以上为各类技

术人员。为了提高公司凝聚力，进一步吸引和

稳定公司急需的人才，公司早从1996年开始，

就进行一 系列的薪酬制度的改革，并于1999

年7月正式推出虚拟股票期权计划。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案例分析
	作业成本法：厦门三德兴公司应用的实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