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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成本模型体系
在销售订单效益评价中的应用

1.建立标准成本模型体系，实现

质量成本可准确计量。对产品的质量

成本进行归属匹配必须准确计量质

量成本。实践中，笔者首先依据产线

设备定位、生产技术水平、设备使用

效率、工艺路线、品种钢合金配比等

关键因素，对各品种规格的产品建立

BOM值模型，形成具有该企业特征的

标准成本模型。

该中板厂是一个长流程的大型

钢铁企业，按钢种、规格等多维度组

合，最终产品的品种规格多达50 000

多种，为避免BOM值过多过细影响

效率，笔者通过设定组距、合并钢种

等多措施，最终确定了156个品种，

按规格、性能、切边状态等多维度组

合共10 575个BOM值，结合物料及

费用的市场价格，组成了能够随市场

价格定期调整的企业标准成本模型

体系，为量化不同品种规格产品之间

的成本差异提供了计算模型和量化

依据。

2.抽取生产系统数据，确定质量

成本的归属。通过抽取ERP系统中的

产品改判、降判、废品、带出品等生产

系统数据，计算改、降判前后品种规

格产品的标准成本差，对源订单的产

品进行生产成本的调整和修正，将质

量成本准确匹配到源订单产品。

3.开发信息化平台，提高销售订

单效益评价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由于

ERP系统中改判、降判、废品、带出

品等生产系统数据是按钢坯逐块过滤

对销售订单的效益进行准确客

观评价，能够为企业精准定位产品

市场、优选产品品种规格、锁定最佳

客户提供数据支撑和客观评价标准。

通常评价销售订单效益的方法是应

用历史经验，结合当期产品生产成

本，计算单位产品的边际利润或毛

利。笔者发现，影响销售订单效益评

价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质量

成本无法准确计量和确定归属。即

在实际财务核算中，按现有的成本核

算规则以及ERP系统中对成本费用

的归集方式，生产过程中因改判、降

判、废品形成的质量成本损失很难精

确归集到某一具体订单和产品批次，

只能采取按一定比例分摊的形式，将

质量成本分摊到一定期间内的所有

规格产品上，造成了成本归集后部分

品种规格产品成本虚高或虚低，无法

真实反映销售订单的盈利能力，甚至

可能为管理层提供错误信息、误导销

售接单。

为彻底解决此类问题，笔者在某

中板生产企业进行了实践探索，通过

开发信息化平台，抽取ERP系统中

改判、降判、废品、带出品的生产系

统数据，匹配标准成本模型体系中可

量化质量成本，从而将质量成本准确

匹配其费用归属，对销售订单进行质

量成本还原的效益评价，最终实现真

实反映销售订单效益、正确指导销售

接单。

（一）实践方法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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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数据量巨大，人工统计、筛选、

匹配工作量极大，几乎不可能实现。

笔者组织信息化部门与财务部门、销

售部门通力合作，开发销售订单后评

价系统，将销售订单与ERP系统的生

产订单信息关联、和生产系统数据进

行对接、与标准成本数据库对接，自

动匹配计算改判、降判、废品、带出

品与标准品种规格产品的成本差异，

并将质量成本归集到源销售订单，实

现以ERP系统的生产系统数据为依

据、以企业标准成本模型BOM值差

异额为准确计量的订单效益修订信

息化平台，对销售订单的效益进行快

捷准确的后评价。并依据销售订单相

应售价匹配调整质量成本后的生产成

本，准确计算出订单效益，客观评价

客户贡献。

（二）实践效果

对比销售订单后评价系统投入应

用前后数据可以发现，2020年产品质

量成本得到显著的控制。2020年1 ～

10月6 061个订单中，有转单、带出等

的订单1 453个，订单数量105.49万

吨，合同转单+带出品+协议品+废

次品共9.93万吨，占订单量的9.4%，

占总订单量的2.88%，比2019年下降

6.52%和4.5% ；按标准成本还原后，

影响效益降低649.40万元，每吨65.39

元，比2019年减少22.25元/吨。
（作者单位：河钢集团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河钢唐钢派驻中厚板财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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