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能设备能耗效率标准以 及重点加工 环节材料损失标准等。只

有将这些企业资源节约的基础性工作做好了，才能进一步知道

企业的资源利用状况，分析判断企业资源到底是节约了还是浪

费了，才能从数量上加以 表述，把定性的描述转化 为定量化的

表达。

成本控制是企业的永恒话题，也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

作，同时还是一项会计业务。加强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的成本

费用控制，也是资源节约的基础性工作。从会计业务来讲，要

积极推行价值链管理，强化、细化 班组成本控制，采取各种有

效的办法和措施，促进资源节约。同时，还要关注人员费用，改

进工作流程，降低管理费用，减少非经营性消耗支出。积极协

助并做好企业的开源工作，促进企业业务流程的改善，进而改

善固定消耗的分摊，这也是促进企业资源节约的又一个方面。

二、资源节约与会计责任的有效结合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

暴露出一些工 业化 弊端，其中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因而产

生了社会责任会计。资源与环境是社会责任 会计重点反映的内

容。它要求企业从会计角度说明履行的环境保护责任，是否在

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了生态效益，是否有较高的资源有效

利用率，以 及企业在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稀有资源的耗用等方

面都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等等。

随着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越来

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这就要求企业能从会计责任上反映

出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弥补传统会计的不足。目前，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 会计体系还没有建立，但今后的会计核算

工作应将资源节约与会计责任有效地结合起来。笔者认 为从

最熟悉的业务做起可以促 进责任 会计体系的形成，也就是从

细化核算、跟踪核算和拓展核算方面来加强会计核算。

细化 核算，就是在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的基础上，结合

资源节约问题，进一步细化科目设置，以 有利于提取相关会计

数据，强化 对企业各部门资源消耗量的管理。同时，在成本细

化 核算时，必须把真实的资源消耗核算纳入生产成本核算中，

尤其是必须真实体现带有公共占有性质资源的价格及耗用量，

如 大气、水源等。

跟踪核算，即通过对资源流程的核算，发现资源节约的关

键部位或关键环节所在，从 而改善业务流程或工作流程。跟踪

核算包括对决策事项和执行程序的流程跟踪，如对重大对外投

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等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既要防止权限

过于集中，也要防止政出多头、各行其是，避免由于决策失误给

企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同时，还要对财产的实物核算进行跟

踪，督促并做好财产清查，防止因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费。

拓展核算，是指使会计核算或会计业务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要求而变化，不断拓展核算领域，拓宽核算思路，创新核算

办法。从领域来讲，必须关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及持续经营。

从思路上来讲，新会计准则的实施，给予我们更多启示与方法，

有利于解决实践当中遇到的新问题。从核算办法来讲，今之核

算与古之核算已有天壤之别。现在的会计核算已经是一门综

合性的学科了，并且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对会计业务及工

作岗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期望值也越来越大，因而会计责任

也将更加显现。■
（作者系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公 司第206研究所总会计师）

责任编辑  雷 蕾

词条·动态词条  

资源流成本核算

资源流成本核算是基于企业制造过程中材料、能源的投入、生产、消耗 及转化 为产品 的流量管理理论，它

是跟踪资源实物数量变化，提供资源全流程物量和价值信息的核算。资源流成本核算将企业的内部资源流转视

为成本分析的中心，按照资源的输入输出平衡原则（原材料+新投入=输出端正 制品 + 输出端负制品），将一个

企业划分为几 个物量中心 ，按材料、能源流向进行分流计算，依次在不同的物量中心间移动，分别核算各物量中

心 输出的正制品（合格产品）和负制品（废弃物）。它能帮助企业从数量和金额两方面计算企业生产过程的资源投

入、消耗、废弃等流量与存量信息，跟踪资源在企业生产流程中的移动轨迹，反映各环节废弃物与合格产品的比

率，由此 找出负制品比例过大的物量中心 ，作为挖掘改善潜力的重点对象，然后深入分析负制品 中成本的构成，

找到负制品产生的源头，改善设备和流程，提高正制品比率，以 达到节约资源、降 低污染、削减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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