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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公司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
多元展示模型构建与应用

级及资产类型 3 方面。下文重点介绍每

个维度的设计思路。

1. 业务活动维度。业务活动用于分

析电网输配电不同业务环节成本构成，

辅助评价电网运行维护工作的效率，是

从精益管理视角出发设置的一个重要管

理维度。业务活动分类体系的建立主要

是基于公司人财物集中以及大运行、大

检修、大营销、大调度、大基建的“三集

五大”建设成果，划分为检修、运行、营

销、运营支持、企业管理共 5 大类 15 小

类。其中，检修活动根据“大检修”体系

下检修业务组织分工思路及现行成本

科目中的活动分类，进一步分为输电运

检、变电运维、变电检修、配电运检、通

讯设备检修、运检综合管理 ；运行活动

包括调度计划、设备监控、系统运行、

调度控制、继电保护、自动化、水电及

新能源 ；营销活动根据“大营销”体系

下营销管理类项目分为计量业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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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智能用电、营业及电费、电力交

易、营销综合管理 ；运营支持主要针对

与电网企业生产密切相关、承担管理职

能的部门（如规划部、建设部等）设置，

不再设置细类 ；企业管理针对通用的管

理部门（如财务部、人资部等）设置，也

不再设置细类。

2. 电压等级维度。为了直接记录检

修活动所属电压等级的价值信息，根据

外部监管需求确立“电压等级”这一管理

维度，并依据发改委发布的《省级电网输

配电定价办法》确立分类标准，设置枚举

值为 ：500kV（750kV）、220kV（330kV）、

110kV（66kV）、35kV、10kV（20kV）、不满

1kV、不适用。

3. 资产类型维度。为辅助评价不同

类型资产运维效率，要求输配电成本核

算至检修运维资产类型。因此，结合海

外同业实践并参考我国现有会计科目设

置方式和固定资产分类，将资产类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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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X 电力公司（以下简称 X 公

司）的成本管理主要基于以会计科目为

载体的二维成本核算模式，无法满足按

业务环节、分电压等级的全价值链业财

融合管理需求和监管披露要求。为解决

这一问题，公司积极开展财务信息的多

维反映模式研究与数据测算，构建了一

套以业务活动为基础并按其组织方式进

行细化与拆解的输配电成本多元价值展

示模型，为输配电价科学、合理核定提

供了重要支撑工具，进而驱动公司成本

精益化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

一、模型构建

（一） 构建成本多元展示体系

结合输配电价改革监管要求和公司

未来精益管理方向，X 公司首先建立一

套与会计科目配套使用并与业务管理规

则相衔接的成本多元展示体系，该体系

的核心反映维度包括业务活动、电压等

作者简介：胡玉蔚，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正高级会计师；赵志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杨娟、林柳燕，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高级会计师。

理财案例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1 0938 

度的枚举值设定为架空输电线路、电缆

输电线路、配电线路及设备、变电设备、

通信线路及设备、其他。

从业务活动、电压等级及资产类型

3 个核心反映维度出发，对其枚举值进

行有效排列组合，可将 X 公司现有省级

输配电业务全量成本归纳为 33 个独立的

成本展示对象（见表 1），其中运检环节

作为输配电成本监审的重点，其成本对

象需要同时反映活动类型、电压等级与

资产类型三个维度 ；其他环节的成本对

象按照业务活动维度的特性划分即可。

这种定义成本展示对象的方法转变了目

前按照会计语言定义成本核算规则的现

状，即不再仅按照成本要素定义成本对

象，而是依据业务管理视角确立成本展

示对象和核算标准，使得财务结果更能

反映业务经营管理特点，促进了业财管

理视角的统一。

（二） 设计成本链路贯通规则

X 公司现有输配电成本主要通过项

目或成本中心两种方式归集，为了将其

反映到 33 个独立成本展示对象中，需要

重新设计成本链路贯通规则。

1. 通过项目归集的成本。可通过一

定的映射规则确认与项目对应的业务活

动、电压等级和资产类型，从而将成本

直接归集至 33 个独立成本展示对象。从

业务活动维度，目前 X 公司已对检修项

目细化至四级分类管理，通过建立检修

项目四级分类与业务活动的匹配关系

（见图 1），能够满足检修项目归集成本

对业务活动的反映需求。从电压等级维

度，可通过项目主数据“电压等级”字段

推导，具体执行中，需全面检查计入输

配电成本的成本性项目及其电压等级，

其中业务活动为“运行”“运营支持”“企

业管理”“营销”“检修——通讯设备运

检”和“检修——运检综合管理”对应

的成本对象不适用电压等级，因此需要

将这 6 类业务活动对应项目中误填电压

等级的信息删除，同时，更正其他业务

活动对应电压等级的错误信息，最终获

得修正后的项目与电压等级对应关系清

单。资产类型维度与业务活动维度映射

方法一致，通过建立项目四级分类与资

产类型的匹配关系即可，但仅需匹配业

务活动为“检修”对应的项目，因为其他

业务活动不适用资产类型维度（见图 1）。

2. 通过成本中心归集的成本。通过

成本中心归集的成本包括非公共成本和

公共成本两部分。其中 ：公共成本（如

办公费、会议费、业务招待费等）需要先

根据相关分配动因（如工资、人数、资产

原值等）分配至真正成本使用部门。在

此基础上，通过成本中心与业务活动的

对应关系，将成本中心归集的成本直接

归集至业务活动，并依次向电压等级二

次分摊、向资产类型三次分摊，最终使

该部分成本全部对应至 33 个独立成本展

示对象。目前 X 公司的成本中心和业务

活动均以“三集五大”为基础设立，因此

大多数成本中心可与业务活动建立一一

对应关系，虽然少量成本中心对应至多

项业务活动，但其下设班组可对应至单

一业务活动（见图 2）。对于第 1 ～ 22 项

成本展示对象，由于检修业务活动对应

多个电压等级，因此需将检修业务活动

成本向其对应的电压等级维度二次分

摊，分摊动因为 X 公司当年各电压等级

期末固定资产原值。在此基础上，第 9 ～

22 项成本展示对象中的业务活动只对应

一个资产类型，因此在二次分摊完成后，

即可得到来源于成本中心的检修业务、

电压等级及资产类型对应的成本 ；第

1 ～ 8 项成本展示对象中，由于输电运

检业务活动下同一电压等级对应架空输

电线路和电缆输电线路两个资产类型，

因此需将这部分成本在检修活动业务的

基础上按资产类型维度三次分摊，分摊

动因为 X 公司当年架空输电线路和电缆

输电线路期末资产原值。

表1                  成本多元展示体系  

编号 对象名称 业务活动 电压等级 资产类型

1 500kV输电架空线路运检

检修—— 输电运检

500kV及以上
架空输电线路

2 500kV输电电缆线路运检 电缆输电线路

3 220kV输电架空线路运检 220kV（含）～
500kV

架空输电线路

4 220kV输电电缆线路运检 电缆输电线路

5 110kV输电架空线路运检 110kV（含）～
220kV

架空输电线路

6 110kV输电电缆线路运检 电缆输电线路

7 35kV输电架空线路运检 35kV（含）～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

8 35kV输电电缆线路运检 电缆输电线路

9 …… …… …… ……

23 通讯设备运检 检修—— 通讯设备运检 不适用 通信线路及设备

24 运检综合管理 检修—— 运检综合管理 不适用 其他

25 运行 运行 不适用 不适用

26 营销—— 计量业务 营销—— 计量业务 不适用 不适用

27 营销—— 客户服务 营销—— 客户服务 不适用 不适用

28 营销—— 智能用电 营销—— 智能用电 不适用 不适用

29 营销—— 营业及电费 营销—— 营业及电费 不适用 不适用

30 营销—— 电力交易 营销—— 电力交易 不适用 不适用

31 营销—— 营销综合管理 营销—— 营销综合管理 不适用 不适用

32 运营支持 运营支持 不适用 不适用

33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不适用 不适用

理财案例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2021 09·财务与会计 39

             项目四级分类与活动对应关系示意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业务活动

检修项目 变电 变压器 500KV变压器检修 检修—— 变电检修

检修项目 变电 变压器 100KV变压器检修 检修—— 变电检修

检修项目 变电 ...... ...... ......

检修项目 输电架空线路 线路及附属设施 220KV线路及附属设施检修 检修—— 输电运检

检修项目 生产辅助设施 配电 电梯 配电运检

检修项目 生产辅助设施 ...... ...... ......

检修项目 营销 电能计量 国网计量装置检修运维 营销—— 计量业务

检修项目 营销 智能用电 充换电站及电动车（成本） 营销—— 智能用电

检修项目 营销 ...... ...... ......

检修项目 科技信息 信息设备 信息设备 运营支持

检修项目 科技信息 ...... ...... ......

检修项目 行政后勤管理 其他 装饰装修分系统 企业管理

检修项目 ...... ...... ...... ......

             项目四级分类与资产类型对应示意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资产类型

检修项目 变电 变压器 500KV变压器检修 变电资产

检修项目 输电架空线路 线路及附属设施 220KV线路及附属设施检修 架空输电线路

检修项目 生产辅助设备 配电 电梯 配电资产

检修项目 ...... ...... ...... ......

             公共成本科目汇总表与分摊动因示意  

科目编号 科目名称 分摊动因

5001020803 生产成本—— 输配电成本—— 社会保障法—— 基本医疗保险费 工资

5001020804 生产成本—— 输配电成本—— 社会保障法—— 补充医疗保险费 工资

...... ...... ……

5001021231 生产成本—— 输配电成本—— 其他运营费用—— 业务招待费 人数

50010212A0 生产成本—— 输配电成本—— 其他运营费用—— 水电费—— 其他 人数

               成本中心与业务活动对应示例  
成本中心

编号
成本中心名称

业务活动属性

业务活动大类 业务活动小类

001A XX 供电公司办公室 企业管理

001B XX 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检修分公司） 检修 配电运检

001C XX 供电公司营销部（客户服务中心） 营销 营销综合管理

...... ...... ...... ......

               成本中心对应多项业务活动示例  

1 XX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检修分公司） 多项业务活动

下设班组

运维检修部管理组 检修—— 运检综合管理

运维检修部变电专业 检修—— 变电运维

运维检修部配电专业 检修—— 配电运检

运维检修部线缆专业 检修—— 输电运检

（三） 开展展示模型数据试算

按照以上规则，X 公司运用现有内

部成本管理数据开展模型试算，结果如

表 2 所示。以 500kV 及以上架空输电线

路为例，通过项目归集的成本为 5 293.4

万元直接对应至架空输电线路这一资产

类型 ；通过成本中心归集的成本直接归

集至输电运检这一业务活动的非公共成

本 5 078.9 万元、公共成本 4 389.1 万元，

通过业务活动进一步分摊至“500kV 及

以上”这一电压等级 1 018.7 万元，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分摊至架空输电线路这

一 资 产 类 型 675.1 万 元。因 此 500kV 及

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成本为 5 968.5 万元             

（5 293.4+675.1）。

二、模型应用及应用成效

基于对核心管理对象的数字描述，

X 公司结合业务实际在成本结构分析、

成本同业对标以及输配电价水平测算等

方面开展应用实践探索。

（一）模型应用

1. 内部成本结构分析。根据表 2 的

数据测算结果，对按业务活动、电压等

级、资产类型维度反映的输配电成本构

成情况展开分析，以此对相关业务部门

提出提质增效管理建议。一是业务活动

维度。X 公司输配电总成本中，折旧费

占比最高，其次是检修活动（占 15%）与

营销活动（占 11%），基本符合同时经营

输、配、售电力业务的电力公司成本结

构占比。其中 ：在检修活动的成本中，

配电运检成本占比最高，占检修成本总

额 36% ；其次是输电运检成本。X 公司

财务部已针对该结果开展合理性分析，

聚焦管理短板和具体问题，旨在提升单

位作业成本管理效率。二是电压等级维

度。分析各电压等级成本构成的影响因

素，将报表电压等级为“不适用”的项目

金额和折旧费总额，按各电压等级资产

原值分摊至对应电压等级后，各电压等

级成本比例变化较大，尤其是高电压等

图 1 通过项目归集的成本链路规则示意图

图 2 通过成本中心归集的成本链路规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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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成本占比显著提高。原因是高电压等

级资产原值相对较高，但运行维护成本

低，如将无电压等级成本按照资产原值

分摊则会破坏原有的成本反映结构。因

此，X 公司在对外提供按电压等级资产

原值分摊的结果时，需充分考虑分摊动

因对成本结构的影响。三是资产类型维

度。X 公司配电资产检修运维成本最高，

反映各下级公司配电线路及设备日常运

行维护成本投入和支出均较高。与此同

时，X 公司通过分析不同资产类型的万

元资产检修成本，发现检修费用与资产

规模不匹配情况，如对下属A、B、C、D、

E 五家地市公司 10kV 开关柜的年均设备

检修成本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A、C 两家

公司高出平均成本线（2.38 万元）70% 以

上，D 公司低于平均成本线 40% 以上。

X 公司根据该分析结果重点对检修成本

“畸高”单位展开分析，从而引导各单位

有效压降检修成本。

2. 成本外部同业对标。将 X 公司与

国际电网公司、其他省兄弟公司开展输

配电成本同业对标，通过比照行业领先

实践，进一步分析成本构成差异原因。

本文选取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京

电力）作为对标对象，主要是因为该公

司主营发、输、配、售电环节相关业务，

与 X 公司经营范围接近，且各业务环节

构成类似。表 3 为两者对标结果，可以

看出 ：（1）东京电力生产人工成本占比

较高，主要是由于日本检修运维人力成

本较高 ；（2）东京电力与 X 公司检修成

本占比均较高，其中配电运检成本占检

修成本比例均最大 ；（3）东京电力无运

行成本，电力调度业务由国家统一机构

运营 ；（4）X 公司营销成本高于东京电

力，因为其营销成本包含范围比东京电

力广，如电动汽车等新业务 ；（5）X 公司

折旧费占公司输配电成本的比例偏高，

表2                            输配电成本多元展示模型测算结果                                                     单位 ：万元  

序号 业务活动 电压等级 资产类型
来自项目的

成本

来自成本中心的成本

合计业务活动——

非公共成本

业务活动——

公共成本

分摊至

电压等级

进一步分摊

至资产类型

1

检修—— 输电运检

500kV及以上
架空输电线路 5 293.4

5 078.9 4 389.1

1 018.7 
675.1 5 968.5

2 电缆输电线路 22.2 343.7 365.9 

3 35kV（含）～
110kV

架空输电线路 1 712.0
869.0 

575.8 2 287.8 

4 电缆输电线路 547.0 293.2 840.2 

…… …… …… …… …… …… ……

9

检修—— 变电运维

500kV及以上 变电资产 80.5

8 524.9 7 593.4 

830.2 830.2 910.7 

10
220kV（含）～

500kV
变电资产 1 370.2 3 142.7 3 142.7 4 512.9 

…… …… …… …… …… …… ……

14 不满1kV 变电资产 17.0 1 635.3 1 635.3 1 652.3 

15

检修—— 变电检修

500kV及以上 变电资产 137.1

3 899.9 5 237.6 

470.6 470.6 607.7 

16
220kV（含）～

500kV
变电资产 2 478.9 1 781.6 1 781.6 4 260.5 

…… …… …… …… …… …… ……

20 不满1kV 变电资产 84.8 927.0 927.0 1 011.8 

21
检修—— 配电运检

1kV（含）～
10kV

配电资产 35 652.9
7 141.8 8 013.2 

12 205.7 12 205.7 47 858.6 

22 不满1kV 配电资产 403.1 2 949.3 2 949.3 3 352.4 

…… …… …… …… …… …… …… …… …… ……

26 营销—— 电能计量 不适用 53 290.8 3 472.7 3 128.1 6 600.8 6 600.8 59 891.6 

27 营销—— 供电服务 不适用 192.5 4 979.0 5 138.1 10 117.1 10 117.1 10 309.6 

29 营销—— 市场与能效 不适用 17.4 0.0 0.0 0.0 0.0 17.4 

32 运营支持 不适用 20 136.2 71 415.0 12 030.7 83 445.7 83 445.7 103 582.0 

33 企业管理 不适用 16 640.3 27 777.0 16 387.9 44 164.9 44 164.9 60 805.2 

34 折旧费 0.0 440 894.7 0.0 440 894.7 440 894.7 440 894.7 

35 合计 165 611.0 610 485.2 90 867.2 701 352.4 701 352.4 866 963.4 

注 ：成本对象归集是某项业务花费的成本，受益对象是该项业务，而资产的受益对象是整个公司，因此资产的折旧费不记录到33 个成本展示对象
中，而是单独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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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其他电力公司成本中折旧费占比

不符，公司已在近期成本投资预算安排

中考虑未来折旧计提计划，并通过优化

电网投资规模、时序以及调整信息化、

营销等资本化专项预算安排等，逐渐扭

转电网成本中折旧费占比较高的现状。         

3. 输配电价水平测算。本文主要测

算分电压等级的输配电价，其计算公式

为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 = 该电压等级准

许收入 / 本电压等级的输配电量。其中

各电压等级准许收入按照“准许收入 =

准许收益 + 准许成本 + 价内税金”的思

路、根据公司本年实际发生额进行核定。

一是准许收益。输配电价测算以本年实

际发生成本为基础，因此 X 公司本年准

许收益采取成本加成法计算，即准许收

益（成本加成的营业利润）= 公司本年营

业成本金额 × 行业综合营业利润占营

业成本比重。其中，行业综合营业利润

占营业成本比重指标取以前年度公司按

主营业务收入加权平均后的营业利润占

营业成本比重的加权平均值。准许收益

计算后，通过各电压等级资产原值分摊

至各个电压等级。二是准许成本。电网

企业的主要产品为输送的电力。考虑电

力瞬间过网传导的特性，其度电输送成

本不可追溯或精准计量，因此准许成本

以“高电压等级向低电压等级成本逐级

传导”理论为支撑，将每级电力用户应

承担的成本表达为本电压等级所归集的

输配电成本加上上级电网向本级电网传

导的输配电成本，由最高电压等级开始

逐级计算，多个电压等级同时输送需将

传导的输配电成本累加。此处的准许成

本为表 2 中通过计算得出的各电压等级

成本。对于不满 1kV 的电压等级，由于

其为最低电压等级，不存在下级用户分

担其成本，故不满 1kV 电压等级用户所

承担的成本等于该电压等级所承担的输

配电总成本。三是价内税金。价内税金

为本年度 X 公司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合计金额。价内税金计

算后，通过各电压等级资产原值分摊至

各个电压等级。

至此，各电压等级准许收入计算完

成。通过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 = 该电压

等级准许收入 / 本电压等级的输配电量

公式计算后，将结果乘以 1.17 即可得出

各电压等级含税输配电价。X 公司输配

电价测算以单位电量实际承担的输配电

成本为基础，由于测算原理与政府定价

目标不同（含交叉补贴、政策倾斜等），

因此在结果上有共性的同时仍存在一定

差异 ：（1）两套电价均随电压等级的降

低逐渐升高，体现电网电量流转过程中

成本传导定价思路，但政府定价已含交

叉补贴 ；（2）由于政府核定的大工业用

电电价由基本电价和电度电价组成，因

此与 X 公司测算结果不具有直接可比

性 ；（3）对于一般工商业用电电价，X 公

司高电压等级电价测算结果远低于政府

定价水平，主要是 X 公司 10kV及以下售

电量占总售电量比例为 90%，35kV 电压

等级售电量较少，因此高电压等级成本

大部分被传导至10kV及以下，导致 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电价水平较高，该测算

结果体现了 X 公司实际售电业务特点。

（二）应用成效

1. 提升公司业务数据质量，夯实了

成本精益的反映基础。为了实现成本按

照业务活动、电压等级和资产类型维度

反映，X 公司积极开展数据治理工作，

提升了公司基础数据质量。比如，为确

保多元成本展示报表真实、合理，X 公

司对 PMS、ERP 系统中设备、资产主数

据按电压等级等核心维度开展基础数

据清理，提升了多元成本展示报表时效

性 ；开展项目、工单核心维度数据清理，

编制异常数据整改指导手册并固化 14 项

核心维度组合有效性校验规则，实现了

业务部门对归口管理费用便捷、准确的

分摊，有效夯实了成本费用的精益反映

基础。

2. 揭示业务精益提升方向，奠定提

质增效管理基础。建立一套基于业务视

角的多维度成本反映体系，可实时、准

表3       东京电力公司与 X 公司输配电成本数据对标           单位 ：万元  
东京电力公司 X公司

成本支出构成 金额 占比 成本支出构成 金额 占比

0.生产人工成本 2 053 993.0 26.5% 0.生产人工成本 75 437.5 8.7%

1. 检修成本 1 848 532.0 23.9% 1. 检修成本 107 975.9 12.5%

1.1 输电运检 229 225.3 3.0% 1.1 输电运检 29 041.4 3.3%

1.2 变电运维 117 834.7 1.5% 1.2 变电运维 12 523.4 1.4%

1.3 变电检修 1.3 变电检修 12 979.5 1.5%

1.4 配电运检 1 470 172.1 19.0% 1.4 配电运检 44 070.8 5.1%

1.5 其他检修 31 299.8 0.4% 1.5 通信设备运检 621.7 0.1%

1.6 运检综合管理（检修管理部门视为以下4. 运营支持）1.6 运检综合管理 8 739.1 1.0%

2. 运行成本 - 2. 运行成本 9 170.8 1.1%

3.营销成本 67 253.0 0.9% 3.营销成本 84 262.1 9.7%

4. 运营支持 1 607 902.0 20.8% 4. 运营支持 88 417.2 10.2%

5.企业管理 258 523.0 3.3% 5.企业管理 60 805.2 7.0%

6. 折旧费 1 900 360.0 24.6% 6. 折旧费 440 894.7 50.9%

输电资产 858 247.0 11.1% 输电资产 68 864.2 7.9%

变电资产 333 797.0 4.3% 变电资产 82 789.9 9.5%

配电资产 650 935.0 8.4% 配电资产 164 338.5 19.0%

其他资产 56 764.0 0.7% 其他资产 124 902.2 14.4%

合计 7 736 563.0 100% 合计 866 96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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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反映公司各业务活动、电压等级、资

产类型等业务视角的经营结果。这样，

一方面可为管理决策提供与业务深度关

联的财务分析数据，确保公司在电网规

划与成本支出等方面做出科学决策，比

如通过对比分析检修运维支出与标准成

本的差异情况，助力输、变、配、通信检

修标准成本闭环管理，促进检修精准作

业和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可为公司成

本效益指标体系（如各电压等级每万元

电网资产运行维护成本、各资产类型运

行维护成本、单位资产售电量、单位电

量成本等）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撑，通过

按月度、季度及年度对标分析与评价，

提升各下级公司的效益意识，督促其挖

掘自身潜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以 X 公

司下属 N 地市公司为例，2019 年推出运

检市县业务集约融合“1+N”工作模式，

减少了运维或抢修人员到达现场 11 954

人次，节约差旅费 556.79 万元。

3. 适应输配电价改革要求，积极推

动电力体制改革。X 公司创新研究了适

应监管需求的会计核算新模式，有利于

健全输配电价形成机制，助推我国早日

实现输配电价测算的科学化。通过构建

电网成本多元展示模型，将原有电网生

产成本按照“资产原值”“售电量”“输

送电量”分摊动因进行分摊、匡算开展

电价测算的模式，转变为由业务前端直

接获取每笔输配电成本发生信息，并直

接归集至各电压等级开展电价测算。在

此基础上，X 公司可开展未来几年的准

许收入、总收入、交叉补贴金额等尝试

性研究，在新一轮电价核定周期以该测

算结果为定价目标，为政府核定合理电

价提供参考依据。此外，基于成本多元

展示模型，可灵活反映 X 公司不同成本

结构下电网成本与输配电价测算结果

的敏感性变动关系，为电网成本安排及

内部管理决策提供有效的分析数据。

三、相关经验与启示

一是划小成本管理单元。X 公司通

过构建成本多元展示体系，将内部核算

单元进行区块化、扁平化划分，将内部

预算经营目标量化挂钩到企业组织体系

基本单元，为建立市场化的经营导向、

契约化的管理导向，全面推行量化赋权

的责任制，提供了有力的管理支撑，并

且将内部预算经营目标与外部市场压力

相结合，作为内部核算单元责权考核、

价值贡献核算的依据，通过优化完善标

准化成本，倒逼服务质量，明确内部责

任标准，加强有效成本管理的引导，调

动了基本组织单元成本管理积极性。同

行业企业可借鉴此做法，不断划小成本

管理单元，构建成本管控效率、效益评

价体系，通过成本向管理效率高的组织

单元倾斜，有效督促各级组织用好、用

足必要成本，激活企业资源有效调配的

内生动力。

二是规范财务基础管理。公司成本

精益化管理程度高低更多依赖于财务基

础管理水平。公司财务流程管控、基础

数据治理的力度要与成本管理的精细度

相匹配。X 公司为了实现成本按照业务

活动、电压等级和资产类型维度反映，

常态化开展基础数据治理工作，尤其是

针对设备、资产、项目、工单等重要管理

对象涉及的流程和数据，在合格性、有

效性方面开展大量审核、治理工作，并

通过不断完善成本费用分摊动因，实现

对归口管理费用准确分摊。同行业企业

在规范财务基础管理时，可认真梳理财

务管控节点，做好提示提醒和审核把关，

将各项流程、数据管控要求融入内部控

制流程 ；加强关键敏感岗位定期轮岗，

落实岗位移交机制 ；建立分管部门联络

员机制，定期选择 1 ～ 2 个专题开展深

度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落实整改，切实

发挥财务“抓执行，管业务、控风险”的

职能。

三是搭建成本监控平台。X 公司原

有业财信息系统相对割裂，使得公司数

据在“接、管、用”等方面均存在一定

的不足，无法实现共性数据资产的沉淀

以及横向跨专业、纵向跨层级的数据共

享及分析挖掘需求。因此，为了提升成

本精益化管理水平，并为基层单位财务

人员减负，公司基于该模型搭建了智能

化成本分析和监控平台，实现了“数据

汇聚——数据加工——可视化分析展

示——报告分享分布”的数据分析全生

命周期管理，使得数据更精细、分析更

实时、计算更快速、监控更全面。同行业

企业可借鉴此经验，在成本管控中灵活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辅

助数据收集和加工测算，以精准定位各

单位在日常运营、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

的“发热点”和“出血点”，进而提升成

本管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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