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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式M ES的成本管理创新

张明明  邵海倩

只有具有相关性的成本信息，才

能为决策提供支持。当前在成本核算

中，为财务报告目的对存货计价的各

种方法取代了过去基于生产流程的成

本系统，导致成本会计无法与产品和

生产技术的变革相适应。而解决成本

信息相关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用信

息技术开发出一种新的成本管理系统，

使其既能实现基于生产流程的成本核

算，也能与对外财务报告的需求相统

一。ERP软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突破，但 ERP系统与底层的生产

制造系统在数据集成方面仍存在很多

障碍和技术难关。为解决这一问题，

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 anufactu r ing 

Execution System ，M ES）应运而生

了。它能够在底层控制系统和管理信

息系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双向

数据流通，为实现基于生产流程的成

本核算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一、制造执行系统概述

制造执行系统是美国管理界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的新概念，其定

义是：M ES能通过信息传递，对从订

单下达到产品完成的整个生产过程进

行优化管理，当工厂发生实时事件时，

M ES能及时做出反应、报告，并用当

前的准确数据进行指导和处理。对状

态变化的迅速响应使M ES能够减少

企业内部没有附加值的活动，有效指

导工厂的生产运作过程，从而既能提

高工厂及时交货能力，改善物料的流

通性能，又能提高生产回报率。M ES

还通过双向的直接通信在企业内部和

整个产品供应链中提供有关产品行为

的关键任务信息，因而它是一种由下

而上实时掌握现场状况的信息管理系

统，反映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所有资

源（人、设备、物料、客户需求等方面）

的当前信息，当然它也提供了计划方面

的信息。

不难看出，M ES主要是通过收集

生产过程中大量的实时数据、对实时

事件的及时响应和处理来实现整个生

产过程的优化的。它在计划管理层和

底层控制层之间充当信息枢纽。一方

面，M ES将来自于计划管理层的生产

计划细化、分解成详细的零部件生产

计划，并将生产指令传递给底层控制

层；另一方面，M ES将控制层的数据

反馈到计划层，实现计划层和控制层

数据的双向流通（反映数据流通的三层

M ES模型如图 1 所示）。

目前国外知名企业应用M ES系统

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应用发展过程

中，M ES不断得到完善。国外的M ES

可以概括为 ：一个宗旨（制造怎样执

行），两个核心数据库（实时数据库和

关系数据库），两个通信接口（与控制

层接口、与业务计划处接口）、四个重

点功能（生产管理、工艺管理、过程管

理和质量管理）、1 1 个基本功能。

图 1  体现数据流通的M E S三层模型

二、中国式M ES的实践

HY TP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

面向客户订单设计、单件小批量离散

型制造企业，主要产品是各类离心式

压缩机、高速离心鼓风机以及膨胀机

等离心机械。在总结引进软件失败教

训的基础上，HY TP公司最终自行开发

出一套生产管理系统并成功运行，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作业计划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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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执行和控制等问题，大大提高了

企业产能。同时，财务部门也以财务软

件替代了会计手工账，但成本核算却

完全是基于财务报告的核算模式，系

统之间没有集成，成本信息也不具有

相关性，影响了产品定价决策。该企业

的信息化建设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

HY TP公司的“中国式 M ES”，拥有

M ES的基本功能，同时也反映了我国

当前工业自动化的很多不足之处。其

主要功能应包括计划与调度、过程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数据采集、设备管

理、查询管理、基础数据管理等（详见

表 1）。

表1  中国式M E S的主要功能

该中国式M ES具有实时收集生产

过程数据、追踪每条生产线对资源消

耗情况的功能。笔者结合该企业目前

信息化方面已具备的条件和存在的不

足，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集成方案，并开

发出数据接口，使该系统与成本管理

系统集成后，可追踪记录每一条生产

线上的资源消耗，直接采集生产过程

中的成本数据，实现基于生产流程的

成本核算（详见表 2）。

应用 HY TP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

管理系统，通过集成技术可以实现对

工作票的跟踪记录。采集的生产现场

中符合实际制造加工过程成本消耗的

数据主要包括：一是伴随物流过程（即

原材料经过一系列步骤成为可用于组

装的各种零部件）的、细化到每道工序

的操作人员信息（如姓名、加工工时，

属于哪一 个班组）工作流过程数据；

二是承担每道工序的设备信息（设备型

号，属于哪一个班组）；三是每一道工

序使用的原材料的种类和数量，是直

接加工上一道工序传递来的在产品，

还是本道工序又重新领用了原材料；

四是各种制造费用的采集，主要是设

备折旧、刀具等低值易耗品以及各种

机物料；五是零部件的物料属性，从

而将其归集到相应成本科目，等等。

对于这些信息所进行的归集，依

旧采用目前财务部门所使用的成本科

目进行，从而解决了基于生产流程的

成本核算和基于财务报告的成本核算

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但最重要的突破

是将成本核算单位细化到部机下的零

件层面，核算到每一个零件的成本，从

而具有了使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消耗

都尽量成为能追溯到产品每一个零部

件上的直接数据。

在“料”的核算方面，根据生产管

理系统中的物料属性（如外购件、外协

件、铸件、锻件之类）以及产品结构的

层次属性（分为制令、分制令、零件代

号），及时将其与成本对象挂钩，第一

时间找到成本归集对象。生产管理人

员根据设计部门的设计 BO M 获得生

产 BO M ，并依零件——部机——产品

逐步归集。

在制造费用的核算方面，可根据

现有工票上列示的零件加工顺序以及

加工完毕获得的每一道工序的工时来

分配制造费用。在生产车间根据加工

属性分为不同的班组作为成本中心（车

工组、钳工组等），班组里又有不同的

加工工序。从而在制造费用分配时做

到了将制造费用先分配到各成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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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各成本中心分配到工序。表 2  基于M E S的成本管理系统创新

在直接人工的核算方 面，根据

M ES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提供的某

个工人的工资数据除以此人总工作工

时获得此人的每小时工资率，结合工

作票提供的每一道工序的详细资料（制

令、分制令、零件代号、加工工时、操

作人）便可获得直接人工费数据（工资

率 ×加工工时）。

最后，将核算出的“料”、“工”、“费”

根据制令归集到产品，便可得出产品

成本。这些核算都由成本管理系统软

件执行，使得核算的成本更趋近实际

成本，成本信息具有高度相关性。这种

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以工序为作业

单位的直接核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

对作业成本法的一种超越，它的成功

应用将大大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成本管

理水平和竞争力。
（作者单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  李斐然

词条·动态词条  

财务弹性

财务弹性是指企业筹资对内外环 境的反应能 力、适应程度及调鏊套地。通常用经营现金流量与支付套求

（指投资需求或承诺支付等）进行比较来衡量企业的财务弹性。保持适度的财务弹性，是企业灵活适应资本市

场变动的必要条件，是合理运用财务杠杆获取收 益的前提，是调整融资规模、融资结构的基础。财务弹性的

衡量指标包括 ：①现金股利保障倍数，即：每殷营业现金净流入/每股现金股利。该指标表明企业用年度正

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量采支付股利ll的能力，比率越大，表明企业支付股潮的现金越充足，企业支付现

金股利的能力也兢越 强。②资本购置比率，即：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资本支出。资本支出滠指公 司为购置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发 生的支出。该指标反映企业用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维持和扩走生产经营规模的

能力。③全部现金流量比率，即：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筹资现金流出 +投舞现金流出）。这个指标可以 衡 量

由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满足投资和筹资现金需求的程度。④再援资现金比率，即：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量 /（固定资产 + 长期证券投 资 + 其他资产 + 管运资金）。其中，长期证券投资包括 长期债券投资和长期

股权投资；营运资金指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该比率越高，表明企业可用于再投资的现金越多，企韭再投资

能力强；反之，则表示企业再投资能力弱。国外学者认 为该指标的理想水平应为 7%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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