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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成本管理模式
在 H 公司的运用

直接管理。除此之外，每个分厂内部设

置成本核算员对该分厂的成本进行核

算，每月初各分厂将其核算报表上报给

总部，由总部对分厂进行成本汇总。

（二）制定标准成本

H公司分为总部和二级单位两个层

面制定标准成本，具体操作流程为：首

先在下一个财务预算年度开始之前，公

司总部财务部对其业务进行统一分配，

然后根据各分厂、各部门上报的成本、

收入预算情况以及管理层对下年度毛

利率的预期，结合各分厂、各部门的生

产经营情况制定标准成本，并下达给各

分支机构。最后各分支机构按照公司总

部设置的目标，将目标逐层分解，再根

据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制定适用于每个

部门的详细标准成本。    

（三）标准成本核算

H公司的标准成本核算内容包括

A、B、C三种产品。A产品和B产品的成

本主要包括制造成本（主要是指原材料

成本）和其他费用的核算；C产品成本

内容主要包括原材料投放、制造费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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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费的归集。需要注意的是，A分厂

的产品A是B分厂B产品的原材料，B

分厂的产品B是C分厂C产品的原材料。

（四）成本考核

H公司的成本考核主要分为两个层

面：一是公司层面的考核。主要是对A

分厂和B分厂成本的考核，一般是针对

A产品和B产品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成本

差异进行考核；二是各分厂的成本考核。

主要是根据生产的不同产品所形成的差

异进行考核，包括：A分厂制造成本和

对标成本；B分厂制造成本和原材料消

耗；C分厂制造成本和自产产品的消耗。

二、对成本差异进行分析并采

取调整措施

H公司通过采用日常成本分析方法

和召开常规成本工作分析会议，分析各

条生产线产品成本差异形成的原因，以

便随时反映市场变化，并采取针对措施

调整生产策略。

（一）折线图分析法

 H公司每月都会开展经济活动分

摘  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标准成本管理模式在H公司的实施步骤：设置成本管理中心、制定标准成本、进行标
准成本核算和成本考核；然后采用折线图分析法、成本对标、成本旬报、成本例会、“点对点”快报等方法对成本节

约和超支进行分析，重点分析超支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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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份有限公司（简称H公司）成

立于1958年，公司现有员工3 900人，总

资产约为140亿元人民币。近年来，随

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H公司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但伴随而来的是出现了成

本超支严重、管理粗放等诸多问题。基

于此，H公司希望通过一种科学合理的

方法对其成本进行系统化管理。H公司

属于产品品种不多但生产量特别大的企

业，早在2004年就建成了ERP管理系

统，信息化基础较好，经过多次对比分

析和试点之后，最终采用了标准成本管

理这一模式。H公司自实施标准成本管

理模式以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每年可为公司节约成本4 300余万元。

一、H 公司标准成本管理模式

的实施步骤

（一）设置成本管理中心

H公司的成本管理中心设在公司的

财务部，人员主要由财务部和各个分厂

的成本核算员组成。H公司成本核算方

式采用的是一级核算，即集团对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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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H公司B产品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对比折线图

标准单位成本 实际单位成本

析，主要包括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增

减利分析，以及分厂成本、能源成本、期

间费用及营运资金分析等，并用折线图

表现出来，直观明了。

以2017年的B产品制造环节为例，

分析其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的差异，得

到折线图（见图1）。

由图1可知，2017年H公司B产品

1~ 3月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相差较小，

说明成本控制得比较好，而9~ 12月相

差较大，其中11月实际单位成本比标准

成本超支171.70元/吨，12月超出149.76

元/吨。而且从图1中很明显地看出12

月无论是标准成本还是实际成本相对

前11个月下降幅度较大。这是因为公司

1~ 11月实际成本比标准成本降低的效

果不佳，为了完成全年目标利润，12月

加大管控力度降低成本。

（二）成本对标法

H公司为了在行业中始终保持竞争

力，生产A产品、B产品、C产品的分厂

每月都与同行先进对标。笔者以2017年

11月公司的B产品指标对标为例（见表

1），通过分析得知：公司从原材料消耗

量、能源消耗量、生产经营资金占用、劳

动生产率等四个方面都与行业标杆企业

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导致公司B产品

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原材料消耗量：原材料消耗（90

吨）每吨比标杆企业高出16.46千克，高

出率达1.40%。说明B产品所消耗的原

材料成本较高，这也是导致B产品成本

上升的直接原因。

2.能源消耗量：表1中两个能耗指

标都比标杆企业高。说明H公司与标杆

企业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燃料与动力

（初级冶炼）（571.77%），导致B产品成本

大幅增加。

3.生产经营资金占用：H公司生产

周期比标杆企业每个周期多21.71分钟，

高达41.32% ；设备运行费每吨比标杆企

业多出24.81元，高达16.21%。说明公司

的生产周期长且设备运行费用多，需要

占用公司较多生产经营资金，导致公司

财务费用增加。

4.月劳动生产率：H公司每人每月

生产量比标杆企业少166.21吨，比率为

41.69%。说明公司生产效率较为低下，

是导致公司B产品本年实际完成的生产

量比标准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成本旬报

H公司每月9日、19日、25日披露

成本旬报。通过一个月的三次旬报了解

各主体分厂和辅助部门在当旬的成本差

异情况，同时对旬报中成本节约和超支

变化较大的进行重点分析。

（四）成本例会

H公司每月末都会召开成本例会讨

论分厂的成本问题。同时，对当月成本

超支和成本节约最多的分厂进行重点分

析。通过各项数据指标实时对比分析，

找出差距，并及时提出改进措施。 

（五）“点对点”快报

“点对点”就是将实时价格分摊到各

个产品进行定价，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全

面管控企业的生产经营，指导公司销售

部门对外接受订单。H公司在每月的1

日、6日、26日三次报送点对点快报，主

要内容包括：供、销两头市场环境分析；

产量、工序、能源情况分析；销售、采购

情况分析；成本、费用及税收情况分析

等。通过“点对点”快报方式，当期采购

原材料，当期价格就进行滚动，进而对

当期生产经营进行全面把控。
（本文系湖南省财政厅和衡阳市财政局

委托课题《管理会计工具运用研究》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管理学院

衡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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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年H公司B产品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对比

表1                2017年11月 H公司B产品指标对标分析

指标名称 单位 11月 标杆 比标杆 比例

原材料消耗（90吨） 千克/吨 1 195.98  1 179.52  16.46  1.40%

燃料与动力（初级冶炼) 千瓦/吨 393.59  58.59  335 571.77%

燃料与动力（精加工） 千瓦/吨 129.94  75.18  54.76  72.84%

生产周期 分钟 74.25  52.54  21.71  41.32%

设备运行费 元/吨 177.82  153.01  24.81  16.21%

月劳动生产率 吨/人 232.45  398.66  -166.21  -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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