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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作业成本模型探讨
王华■

（一）核电站主要作业活动

核电站生产活动主要包括生产计

划、机组运行、设备检修和技术支持

等几大类作业。其中，设备检修是核

电站最主要的作业活动，消耗绝大部

分资源。为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核电站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在线设备

进行检修。根据检修活动是否具有预

见性，分为纠正性维修和预防性维修。

纠正性维修是对已出现故障的设备进

行功能修复 ；预防性维修是为提升设

备可靠性，根据设备维修大纲、定期

试验监督大纲和在役检查大纲定期开

展的检修。

为确保检修过程中人、物的安全以

及维修质量，核电站建立了严谨的设备

检修工作流程，以明确检修作业的职责

分工、接口模式和工作要求。其中，在维

修工单创建阶段，要求录入 “功能位置

码”，该代码对应唯一在线设备，便于作

业成本归集到设备；在工单准备阶段，

要求制定检修工序并为工序添加资源需

求，便于资源价值归集到作业。

（二）核电站作业成本模型搭建

作业成本模型的搭建需要确定资源

库、作业库、成本对象以及相应的驱动

因子。上述设备检修工作流程有明确的

作业链、资源需求和成本对象（设备级），

为搭建作业成本模型并实施作业成本法

提供了便利。

确定资源库、核算资源的价值，是

实施作业成本法的起点。作业成本法

下，根据资源动因来划分资源库，驱动

因子相同的费用，可以合并处理。根据

资源能否直接归集到具体机组，分为直

接资源和间接资源。核电站消耗的直接

资源包括核燃料、乏燃料处理费、运行

人员工资、固定资产折旧（公用固定资

产折旧归集到虚拟机组）等；间接资源

包括物料、备品备件、维修服务人员工

资、财务费用、管理费用、技术服务、外

包劳务等。

确定作业库是实施作业成本法的关

键。根据业务类型，核电站作业活动可

以分为计划、运行、检修、服务和技术

支持等几大类，每一类作业根据管理需

要可以进一步细化，如检修作业可以细

分为填写通知单、创建工单、工单准备、

计划排程、工单执行、功能品质再鉴定、

工单关闭等。

成本对象的确定应满足产品成本核

算和成本管理的需要。核电站作业成本

对象划分设备、机组和上网电量三级，

分别归集设备维修成本、机组运维成本

和最终产品成本。

模型搭建后，间接资源被检修、服

务和技术支持等作业消耗，形成工单成

本，利用工单“功能位置码”与设备的

映射关系，将工单成本归集到设备，核

算出设备维修成本；根据设备、直接资

源与机组的对应关系，将工单成本和直

接资源归集到机组，核算出机组运维成

本；最后，归集到机组上的所有成本，

按上网电量进行分摊，核算出最终产品

成本——度电成本。

（三）作业成本法在核电站的应用

对于核电站来说，应用作业成本法

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作业成本信息，开展

作业管理、设备维修成本管理，并为竞

价上网提供报价和决策依据。

1.进行成本追溯。成本追溯是成本

计算的逆过程，作业成本法可以实现成

本追溯，这个过程分两步进行：第一步

由成本对象追溯至作业，了解成本对象

消耗了哪些作业；第二步由作业追溯至

资源，了解作业消耗了哪些资源。在成

本追溯的基础上，对作业活动进行分析，

尽可能剔除非增值作业、提升作业效率，

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以获取成本优势，

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2.开展设备维修成本管理。利用

作业成本法提供的维修成本信息，透

视设备维修成本构成，分析维修对各

类资源和作业的需求，并在各机组、各

电厂之间开展对比，建立同类设备维

修成本标准，包括维修作业标准和资

源标准。

3.优化设备维修策略。受制于严格

的核安全要求，核电站制订的设备维修

策略都相对保守，导致在运核电站普遍

存在设备过度维修问题，经常出现设备

被修坏的现象，无谓增加公司运维成本。

实施作业成本法以后，通过对同一设备

的预防性维修成本与纠正性维修成本进

行统计分析，寻找最佳的预防性维修与

纠正性维修次数比，使维修总成本最少，

解决设备过度维修问题。

4.开展机组盈利分析。以机组为成

本对象，开展机组盈利能力分析。在核

电机组被要求参与电网调峰时，为确定

机组发电顺序提供决策依据；在参与市

场公开竞价和向大客户直供电时，提供

精确的报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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