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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钢铁企业采购成本

领先战略的思考
葛 杰

企业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企业为

顾客创造价值能力的竞争。通过对价值

链、顾客价值的分析，企业一般会通过

成本领先、差异化 和集中化 战略来获取

竞争优势。其中，成本领先战略是最基

本的战略。在我国钢铁企业里，钢铁产

品的价格是企业间竞争的主要对象，这

就决定了成本领先尤其是采购成本领先

战略是大多数钢铁企业的首选战略。目

前我国钢铁企业常用的采购成本领先战

略有四 种，下面笔者就结合这四 种战略

谈些看法。

1 .集中采购。集中采购是指通过对

现有原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尽可能将

同类产品向一家或少数供应商整合集中

采购。集中采购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和物

流费用、在与供应商谈判中获取主动权

等。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战略采购方式。目

前，许多国内钢铁企业纷纷建立起集中

采购部门或采购中心，对集团内的生产

性原料或非生产性物品 进行集中采购规

划和管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采购物品

的差异性，提 高了采购服务的标准化 ，

减少了后期管理的工作量。但集中采购

也增加了采购部门与使 用管理部门之间

沟通和协调的难度，增加了后期调配的

难度，对于地区采购物品差异性较大的

企业来说适用性较小。

对此，笔者认 为，实施集中采购不

能仅表现在形式上集中，关键是要将物

料进行分类，将那些带有明确管理特性

指标和有一定通用程度的物料进行集中

采购，从 而避免由于采购集中带来后期

管理成本的增加。同时，管理者应对已

经在用的特殊物料进行梳理，并进一步

判断该物料的特殊性是否有必要保留。

当然，物料归类是事后的优化 工作，比

较前瞻性的做法是在投资基本建设时就

考虑企业未来的运营维护成本。

2.建立长期战略供应关系。据不完

全统计，钢铁企业的采购成本占产品 价

格近1/3左右。如 果采购供应管理部门

能与主要供应商达成长期合作关系，不

仅可以降低 采购成本，还能使供应商的

注意力转移到提供更好的产品 和技术支

持上来，从 而形成良性循环，使双 方着

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虽然建立战略合

作供应关系在理论上很 有意义，但在实

施时可能会遇到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相

冲突的问题。首先，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一旦确定某类物料

作为战略物料，其所对应的供应商范围

是很 小的；其次，供需双方的激励 机制

能否有效实施是个比较 大的问题，因为

能被双 方接受且能被量化的指标不多；

最后，企业之 间战略关系的建立往往是

由一把手完成的，一把手的换位往往会

导致战略关系无 法继续保持。因此，笔

者建议，企业在运用该战略选择供应商

时，不能为了一时的短 期利益而选择唯

一供货商，某类重要物料的供应商应当

至少保持2～3家。

3.优化采购方式及流程（协同采

购）。明确的采购流程有助于企业实现

对采购成本的控制，采购流程优化的方

式有：货比三家引入竞争，发挥供应商间

的博弈机制，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需求

的供应商；通过电子商务方式降低采购

处理成本；大力推进无库存供应管理和

寄售管理，降低采购管理费用及仓储成

本；对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和产品 进行有

选择的谈判和购买。事实上，供应商提供

的任何服务都是以 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包

含在物料价格中的，所以企业可以 将其

细分，选择所需的原料及必须的配套服

务，以降低综合采购成本。此外，采购方

式及流程的优化战略实施在很 大程度

上还需要合作伙伴的积极配合，其中，

占主导地位的供应伙伴在设计方案和

开发产品阶段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只

有其积极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供应商

整合。另外，在实际业务操作中，企业不

能仅仅局限于采购物品 ，还可以 采购服

务。

4.产品与服务混合统一（打包采

购）。在采购时企业需充分考虑未来储

运、维护、消耗品 补充、产品 更新换代等

环 节的运作成本，致力于提高产品 和服

务的统一程度，充分评估由于产品 差异

性带来的后续成本，这是技术含量更高

的一种战略采购，是整体采购优化的充

分体现。现 实中，一些供应商先将产品

便 宜卖出，之后通过后续服务赚取高额

利润，这对采购企业很 不利。而且随着

企业对市场的了解及对自身成败经验的

总结，将会把目光更加 集中到其擅长的

主营业务上，相应地放弃一些自身实力

不强的领域，如 将一些产品 和相应的服

务进行打包采购。在钢铁企业的实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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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采购中，功能承包采购和按使用效果

进行计量采购的方式往往会在多家供应

商中同时进行，然后对比同类产品的使

用效果及其研发能力，综合评价并选择

实力最强的供应商，从 而在后续采购策

略上对其予以倾斜。此外，越来越多的

企业在关注自身所处行业发展的同时，

开始 关注 第三 方服务供应商相关行业

的发展，考虑如 何利用供应商的专项技

能来降低自身的综合成本，增强其最终

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和客户满意度。但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应对第三方服务

供应商进行评估和市场调研，从 而为以

后的协商谈判提供有利的事实和数据信

息，以帮助企业掌握整个谈判进程和主

动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供应商自身

核心 能力的差异，不可能所有的供应商

都能对下游企业提供 强大的战略支撑，

因此，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和强制管理

应是并存的，即一方面企业与有些供应

商的关系是合作型的，另一方面，企业应

以 强硬的谈判力和市场地位尽可能使采

购的经济利益向自身转移。■
（作者单位：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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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我国环境会计体系的

若干思考
郑雪梅

一、目前我国环境会计体系建设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缺乏理论指导。我国对环 境会计

的研究至20世纪90年代 才逐渐活跃起

来，到目前虽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总

体来看，多偏重于环境会计的目标、对

象、基本假设等理论性内容，对环 境会

计制度准则方面的具体研究较少，而为

数不多的相关研 究中又多以介绍和学习

西方环境会计制度为主，结合中国实际

的偏少。

2 .缺乏制度规 范。目前我国的会计

法规、制度和相应的企业会计与报告实

务基本没有涉及环境问题，而且统一的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至今也尚未建立起

来。目前涉及到企业环 境信息披露的只

有原国家环保总局分别于2007年4月和

2008年2月发布的《 环 境信息公 开办法

（试行）》及《 关于加 强上市公 司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前者明

确了污染严重企业必 须公 开的环 境信息

内容，同时鼓励 其他企业自愿公 开环境

信息；后者则规 定了上市公 司必 须立即

披露的六 方面环 境信息，但这两项部门

性规章均未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项目、形

式等作出具体规 定。而证监会于2008

年1月发布的《 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对环境信息披露问题也只字未提。

3.企业参与度低且披露的环 境信

息质量较差。据 统计，上市公 司2006年

年报中，仅有50% 的公 司披露了环境信

息，而且绝大多数披露是定性描述，有

用的信息量少，同时一些受到环 境行政

处罚的公 司也未及时进行披露，无 法满

足股民的需求。另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机构的统计资料显示，迄今为止我国发

布环境报告的企业仅 23家，其中7家是

外资企业，2家是中外合资企业，14家是

本土企业。从 发布情况看，多数报告中

提供的环境信息既少又不规 范，而且描

述的主要是正 面信息，对具有潜在负面

影响的信息披 露很少，削弱了企业环境

信息的可读性和可信度。

4.缺乏企业环境审计的有效监督。

环境审计是推进环境会计稳步发展的一

项必不可少的措施。但至今我国《 审计

法》和其他审计规 范中均没有关于环境

审计的规 定，尽管近年来政府审计体系

成立了专门负责环 境审计的机构（如 国

家审计署的农业与环境司，各省审计厅

的环境处等），但审计的范围尚未延伸到

与企业有关的环境事项。此外，肩负企业

审计重任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

也没有在环境审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对于环境会计的实施 和推广极其不

利。

二、完善我国环境会计体系的几点

建议

（一）循序渐进地推进环境会计体

系建设

1 .在推进方式上，现阶段应采取

“政府强制为主、企业自愿为辅”的方

式。即由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 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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