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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橡集团像挤海绵一样

挤掉成本中的水分
吴丹萍  蒋雪梅

四川川橡集团是国家轮胎定点生产企业之一，多年来

发展态势一直比较好。但到1994年，由于原材料价格暴涨，

而轮胎价格又上不去，公司形势严峻。是等、要、靠，还是眼

睛向内挖潜降耗？公司领导选择了后者，决定抓住成本降低

不放松，像挤海绵一样，把成本中的水分挤掉。通过坚持不

懈地抓，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有了下调的空间，从而增强

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企业进入了良性发展的景气区间。
2000年1至8月，公司产值成本率较上年同期下降9.98% ，实

现利润增长20.43% ，进入行业前十名。那么，川橡集团是如

何将“海棉”中的水分挤掉，把成本控制在计划目标内的呢？

一、技术创新  控制设计成本

公司对照成本控制目标，分析成本控制潜力，通过不断

推出新产品降低成本。在新产品的开发中坚持“生产一代、

试制一代、开发一代、储备一代”的思路，并做到开发决策要

慎重，开发行动要迅速。公司要求科技人员增强市场意识，

在新产品开发前必须进行详实认真的市场调研，分析市场

容量、市场发展趋势、公司开发优势等，形成可行性报告；一

旦公司领导批准，则立即组织实施，抢占市场。公司每年都

有数十年新产品推出，特别是具有节油、高速、环保的子午

线轮胎及强力、耐久、强载王、大力王等斜交胎产品满足了

用户的特殊需求，深受用户喜爱，同时也给企业创造了效

益。其中，23.50—25—25工程轮胎的开发填补了省内空白，

9.00—20等产品性能超过国家A级品标准。“天府”牌轮胎获

得了四川名牌产品称号。

另外，公司在技术措施的改进上提高质量与降低成本

并举，十分注重新材料的应用和新结构、新配方的推广，并

积极探索新工艺。例如，由于全球天然橡胶资源有限，而橡

胶又是轮胎必不可少的原材料，随着橡胶工业的发展，这种

“僧多粥少”的局面将不可逆转，于是，公司扩大合成橡胶的

应用，加大合成胶的比例，努力将成本降下来。又如，为从技

术设计上减少废品损失，解决轮胎“三空”质量缺陷，公司大

胆采用新材料胶易素T—78，较好地解决了胎面气孔问题。
公司在产品结构上推陈出新，不断进行轮胎胎体加粗减层，

应用加粗、加密帘线，并积极改进硫化工艺等，为公司提高

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作出了贡献。

二、采购比价  减少采购支出

为克服当前国有企业采购环节暗箱操作弊端，公司加

强了采购环节的控制。首先取消了自购、自用、自检验的不

合理采购体制，建立起物资采购计划管理办法、信息交流管

理办法、大型设备（工程）招标制度、工程预算管理制度、分

承包方评定制度、采购资金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等有利

于公平竞争的管理制度。其次，建立起了立体信息网络，除

设立专业的信息中心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处理、传

递、运用外，在与外界有密切联系的10个部门设立了信息分

中心，以下再设信息站，并积极发动群众参与信息收集工

作，从而保证每日都有信息交流，原料行情一目了然。有了

准确及时的价格信息，采购起来就得心应手。公司1997年就

通过了国际ISO 9001认证，分承包方也都是经过严格考察后

评审通过的，但它们并未“高枕无忧”，每笔采购业务照样货

比三家，大型技改、更新工程项目外包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中等规模的采购采取竞标，一般规模的采取“三比”、“三公”

采购，即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公平、公正、公开。实行采

购有计划、执行有管理、报销有审批的制度，严格杜绝了采

购中的不正之风，为公司建立合格高效的供应基地创造了

条件，也大大减少了企业采购成本支出。

三、过程控制  降低变动成本

产品制造过程是成本乘载的关键过程，管理头绪多，为

此，公司将成本控制目标分解为质量效益、实物量生产过程

管控效益、费用管控效益、技术效益、采购效益、规模效益、

结构效益、开发效益及其他效益等9个方面，下达每日、每

月、每年的目标，并落实实现目标的措施和工序指标，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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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到各专业科室、车间、班组和个人。同时，为调动职工节

约降耗的积极性，公司又实施了“双增双节”任务完成情况

与岗位职务达标工资挂钩考核的办法，即超额完成任务奖

30% 的岗位职务达标工资，未完成任务则50% 的岗位达标工

资全否。
要抓好过程控制，使成本控制实施有效，计量是关键。

于是，公司设置了10个产品质量成本控制点，14个公司级优

质降耗控制点，每个控制点都配备计量器具，对于有重大嫌

疑的部位随时增配计量器具，并实时监控，要求车间每天上

报自检报表。同时，为防止基层单位成本不实，公司还采取

了以下措施进行监控：一是财务部门牵头每月进行一 次投

入产出平衡，坚持对大宗原辅材料进行盘点，同时抽检部

件、半成品的质量与重量，控制产品公差范围，发现问题及

时进行分析，加以调整和控制；二是每周由计划准备科组织

财务、技术部门进行物资联合检查，检查库房发料手续，保

证账、卡 、物相符。这些措施促使各车间主动在内部挖潜上

下功夫，从而保证了成本的真实性，准确性。

四、加强费用管理  堵漏节流

公司每年的费用支出占成本的20% 左右，于是，公司把

费用管理作为降低成本的重要措施，实施双卡管理。每年，

经营计划下达后，财务科根据计划将四项费用（制造费、管

理费、销售费、财务费）进行分解，并向各相关部门发卡，称

为“计划卡”，规定不得超额开支。报销时，各业务归口部门

根据所持“报销卡”，按公司规定的报销程序实施分权限报

销。费用管理重要的是要找准切入点，为此，公司根据各明

细费用在四项费用中所占的比重及控制的潜力大小将它们

分为A 、B、C三类进行管控。公司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制造

费用中的备品配件无储备定额和消耗定额，加工计划和单

位领用程序不规范，加工件结算价格不合理，机修车间和使

用车间无台账，造成生产车间浪费严重还无证可查，故将之

列为A类费用，每月将费用下达到各个承担车间，凭卡领

用，以旧换新，并规定不得超支，促使车间动脑筋、想办法节

约开支。后来，公司又制订了《生产准备易损件储备定额和

消耗定额》，完善加工计划管理程序，修改机修车间加工件

工时定额，测算了机修加工内部划转价格体系，与市场价格

接轨。对于管控潜力较大的可控项目则列为B类，不可控项

目列为C类，并分别采取措施，以达到节约的目的。在其他

费用的管控上也如法炮制，进一步完善了差旅费、维修费等

的管理，堵住了漏洞，减少了成本支出。

五、废旧利用  变废为宝

公司将废旧物资的管理作为降成本的重要措施，为此

制定了详细的废旧物资管理办法：将废旧物资分为原材料、

半成品、成品、包装物、金属、设备、备配件、工装、废油、煤渣

等10个类别，对每一类废旧物资都制定了报废标准，须经过

专业归口部门具体鉴定后方能入库，其中对非正常报废物

资须在追究当事人责任后方能入库。为培养职工节约每一

元钱的意识，公司针对包装物回收困难的状况，将包装物回

收率写进双增双节承包书中进行考核；废旧物资入库后，由

废品管理员进行分类挑选，定点存放，然后按公司制定的具

体的销售价格对外进行销售。
公司对所有的废旧物资不是一卖了之，而是区别情况，

能加工利用的尽量加工利用，变废为宝，以便节约更多的支

出。以前，公司的小卷帘布滚筒均从外单位购买，每根100多

元。清理废旧物资后，小卷帘布滚筒由废木轴经过加工改

制，每根仅需投入几元钱，一年下来就可节约几万元。设备

包装木板，以前都作为柴火卖掉或当作垃圾被倒掉。现在制

订了管理办法，木材经过基建科挑选后属“不可用”类才能

入废品库进行销售，可用部分则被加工成工具柜、标识牌、

成品存放支撑木架等，就连做柴火用的木材，也被职工们利

用休息日改成小块，留作锅炉发火之用。另外，还用成品生

产中产生的胶边、胶须到再生胶厂换回再生胶，既保证了生

产，又节约了开支。
责任 编辑  周文荣

建议·动态
对研发费用会计处理的建议

陈 刚

按照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发生的研究费用应 当费

用化，而对于发生的开发费用是应 当费用化 还是资本化，各制

度之间的规 定并不统一。实务中各企业的处理也不尽相同。
为规 范企业研发费 用的会计处理 ，笔者建议 借鉴国际惯

例。在研究费用发生时直接确认为费用。为 了符合配比性原

则，当 某项研究活动成功的 可能性 较 大时，其研究费 用可以 作

为 一项“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摊销（考虑到 企业的研发

活动是永续进行的，即使该项 目将来失败了 ，由成功项 目承担

失败部分的 支出 亦属合理）。而对于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 则应

当 首选资本化 ，对其按 递延法处理 ，即 当 开发费用很 可能带来

未来经济利益并符合无 形资产的有关定义 时，将其作为 一项

资产入账（可参照 IAS的作法，对递延法限定严 格的条件）。而

当 开发 支出不能形成资产时，再将其按销记 法确认为 费 用。
（作者单位：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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