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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体经济仍应强化成本管理

于增彪

年初到一家特钢企业

调研时发现：该企业去
年原材料价格在第三季

度创历史新高，生铁超

过5 000元/吨；在第四

季度又创历史新低，生

铁低于3 000元/吨。

由于该企业原材料期大约3个月，因此，在原材料大幅降价后该企业仍使用高价原材

料。但到今年第一季度，终于可以使用低价原材料时，却突然发现产品销售市场已极度

疲软，企业受到购销市场两头夹击，面临生死考验。据报道，类似的企业并非个别。

上述情况表明，成本管理的理念在我国企业仍应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强化。

成本管理是一种系统的方法，包括美国的传统标准成本法和现代作业成本法、日本

的目标成本法和改进成本法、我国以邯钢为代表的责任成本法。成本管理方法有降低成

本、控制成本和成本增值（通过增加成本来增加价值或收入）三种功能。就降低成本而

言，美国的标准成本法重点通过工程方法和动作时间研究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直接材料成

本和直接人工成本；作业成本法重点通过流程优化以降低制造费用和管理费用；日本的目标成本法重点在产品设计阶段

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通过采用新材料或替换原有材料以降低整个产品的成本；改进成本法重点则在生产阶段通

过调动员工积极性，从“一星一点”做起，保证成本“一年比一年低”；我国以邯钢为代表的责任成本法重点通过“利润倒

算”和“工艺倒算”寻找降低原材料和各种物料成本的途径，将单位成本压低到单价之下，以保障利润目标的实现。就成

本控制而言，几种方法可谓基本相同：一是程序，即计量、分析与反馈报告。二是奖惩。但我国以邯钢为代表的责任成本

法在成本控制方面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将企业总体的成本目标按照组织层级层层分解直到个人，即“人人头上

有指标”；其二是“成本否决”，即如果成本指标未完成，即使其他指标全部完成，也不发放奖金，以此树立成本指标的

权威性。至于说成本增值，则专指资本支出，包括新建项目支出、更新支出、技术改造支出，尽管我国已经有一套项目评

价方法可供使用，但如何将项目评价与成本管理结合起来，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实际上，我国企业通过强化成本管理降低亏损或增加盈利的潜力仍然很大。例如，过去5年间，我国G D P以每年9%

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企业销售市场旺盛，多数企业因此更注重销售而忽略成本，此其一；其二，我国有些企业确实掌

握着国际先进技术，但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仍较低，利用中间技术节能减排、降低成本，还存在着巨大空间；其三，我

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历史短、经验少，民营企业大多追求“一夜暴富”，而国有企业又因制度设计缺陷而动力不足；其四，

我国企业中能够将美国或日本的成本管理方法成功引进的还不多，我国以邯钢为代表的责任成本方法确实有效，但仅限

于制造业企业，那些新兴行业（如房地产）、快速发展的行业（基建、电力、金融）、垄断或非竞争行业（交通、公用事业

单位）的企业，还没有系统、有效的成本管理方法。

那么，当下我国实体经济应从哪些方面来强化成本管理呢？笔者以为，主要需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转变理念，即

树立用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强化成本管理的理念，摈弃那种将成本管理等同于降低成本、将降低成本等同于减员增

效、将减员增效等同于减少生产工人或降低生产工人工资的偏狭理念。二是在降低成本方面，要降低原材料成本，但不

限于生产耗费阶段，而是沿着供应链条拓展到企业外部；要引进目标成本法，将新技术的采用系统化并与企业竞争战略

相结合；要引进作业成本法，降低制造费用和管理费用。三是在成本控制方面，一要分解；二要程序；三要奖惩。四是在

成本增值方面，应建立系统、有效的资本预算评价与跟踪制度，保证资本支出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此外，健全内控

制度、堵塞跑冒滴漏和防止白领犯罪，也是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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