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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天数摊销还是按货物装卸量摊销 ；

设备材料费、修理费按消耗油、电量

分摊还是按吞吐量分摊等未作统一。

三是成本划分不统一。没有明确规定

哪些属于变动成本，哪些属于固定成

本，导致企业无法正确核算盈亏平衡

点，在有剩余生产能力时，费率降到

多少可以达到盈亏平衡，没有数据依

据。货物分类、定额标准、成本要素等

不统一可能造成港口企业之间或集团

内部之间吨货成本、毛利不具可比性。

3. 原始数据采集难，给吨货成本

及毛利测算带来难度。港口企业装卸

设备交替作业，同一设备作业不同货

类，所发生的成本无法合理分摊 ；原

始数据采集难，成本核算粗放，测算单

吨成本可靠性差。例如，对于电耗的核

算，目前码头生产电耗主要有门机、灌

包机、皮带机及粮食筒仓存储等消耗，

门机作业基本实现一台一表智能化数

据采集，但码头其他生产设备耗电未

纳入成本核算数据中，无法合理确定

非门机类设备的生产电耗定额。对于

油耗的核算，机械队机械类型多、数量

多，同一班次同一机械对不同操作过

程、不同货类作业的油耗难以确定。

（二）未统筹考虑收入与成本之间

的关系，不利于提高单吨毛利

港口企业主要以吞吐量、操作量

作为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对单吨成

本核算未形成常态化，无法及时反映

分船舶、分货类、分操作过程单吨成

本及毛利水平 ；港口费率未能及时反

映成本变动因素，影响企业利润水平。

一、散杂货单吨毛利核算中
存在的问题

（一）单吨毛利核算粗放，无法满

足企业经营管理需要

1. 未考虑分船舶、分货类、分操作

过程的单吨毛利，不利于企业提高利

润。港口企业在核算散杂货单吨毛利

时多采用装卸收入减去装卸成本除以

吞吐量（或操作量）作为单吨毛利，未

考虑分船舶、分货类、分操作过程的

单吨毛利。例如，港口企业散杂货码

头作业货类有化肥、煤炭、设备等，每

个货类包装方式不同（如化肥包装分

为小袋化肥、吨袋化肥和散化肥）、作

业类型不同（如船舶作业、火车作业、

灌包作业、转栈作业及直取作业等）、

操作过程不同（如船——岸——场与

船——场会节省单个机械作业成本）、

消耗的设备能耗不同、作业效率不同、

所发生的人工成本也不同，单纯以收

入减成本计算的毛利无法反映各作业

环节利润水平，不利于企业管控成本

及提高利润。

2. 成本划分口径不一致，导致吨

货成本、毛利不具可比性。一是货物

分类不统一。港口企业货类多、货种

杂，各公司为方便统计按经营业务范

围不同将货物分大货类，大货类下有

多数小货种，在货物划分上港口企业

未有统一标准。二是成本定额标准不

统一。如人工成本定额是否含管理人

员的工资 ；工资总额中计件工资占比

多少 ；生产低值易耗品摊销按货物在

徐娜■

（三）单吨毛利核算未实现信息

化，核算效率低，难以保证数值准确性

港口企业多采用半手工方式核算

吨货毛利，未采用智能化信息软件，

核算单吨毛利时基本按照会计报表数

据核算，不能真实反映生产环节所发

生的成本。

二、提高散杂货单吨毛利的
建议

（一）夯实单吨毛利核算基础，为

经营决策提供数据依据

1. 建立“生产标准成本一体化”，

对成本要素进行统一。一是统一货类，

防止因货种归类不同造成吞吐量、操

作量及吨货成本、毛利不具可比性问

题。二是统一成本定额标准，规定包

含的内容及公式等。监督燃料、动力、

材料、低值易耗品、装卸工属具等各

类消耗定额和费用定额的执行，促使

企业在生产各环节中厉行节约。三是

统一成本核算对象及核算方法，除了

以业务为对象归集成本外，还应以部

门、班组等成本责任单位作为成本核

算对象，计算责任单位的可控成本。

成本核算方法应统一按作业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或完全成本法等计算。

2. 注重对生产作业环节的管理，

降低生产成本。港口散杂货企业主要

负责货物装卸、水平搬运等作业，生

产作业环节是成本发生的最前端。企

业要想控制成本，首先应根据现场作

业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调度配工，调

度员、理货员录入作业量（或工时）时

港口企业散杂货单吨毛利核算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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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按照实际发生额录入 ；做好货

物周转计划，合理利用泊位、库场，减

少二次搬倒作业 ；合理规划资源配置，

充分利用自有人工与机械，确需使用

外部劳务工及外租机械设备时，应结

合自身作业成本合理制定外租价格。

（二）加强对费率、成本的分析，

提高单吨毛利管理水平

1. 对单吨成本进行分析，找出影

响制约成本的因素。鼓励职工提高自

身技能、自修自制、技术革新节约成

本 ；规范使用物资及设备，延长使用

寿命 ；进行修旧利废，对破损物资进

行修复，提高重复使用频次，从多方

面降低吨货成本。例如，某港口企业

在接卸木片作业中，原作业工艺为 ：

船——岸（门机将木片卸至岸壁）；

岸——场（装载机将木片装自卸车运

到后方场地，后方场地利用装载机和

挖掘机将其堆存）；场——汽（装载机

装汽车）。改进后的作业工艺为船——

漏斗——场（因木片重量较轻，将门

机抓斗改容，由原抓取量为 5 吨 / 斗，

提升为 10 吨 / 斗 ；通过漏斗装自卸车

节省一台装载机 ；后方堆场将装载机

改为加长臂，节省挖掘机上高作业）。

与原作业方式相比，作业效率提高了

一倍，并且节省了一台装载机和一台

挖掘机，若装载机和挖掘机司机计件

工资各为 0.1 元 / 吨，耗油量各为 0.1

元 / 吨，吨货成本可节省 0.4 元 / 吨。

2. 针对搬倒费高的问题，可借鉴

港口周边其他单位降成本经验。如某

化工厂与港口企业达成合作，在空中

架起“传送长廊”，将煤炭直接从船舶

运送到工厂，减少自卸车等机械的搬

倒成本。港口企业针对散货船舶装卸

作业，可划分单独区域进行堆放，采

取“移动传送带”方式，直接将货物输

送到指定地点，减少搬倒成本。另外，

与货主及时沟通，尽可能增加直取比

重，减少操作系数。

3. 建立科学的本量利核算体系。

根据预期分货类的吞吐量，按本量利

模型定期编制分货类、分操作过程的

费率、单位变动成本、单位边际贡献、

保本单价及保利单价表 ；通过单吨

成本核算查看各货类费率制定是否合

理，有无因人工成本、材燃料价格上

涨及现场作业环境变化等因素导致成

本大于收入的货类 ；结合因素分析与

敏感性分析，对高成本作业环节重点

管控 ；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分析费

率下降空间，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使

企业管理层及各职能部门了解和掌握

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内容、作用及场地

规划，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正

确决策，控制生产费用。

例如 ：某港口企业人力资源部门

分析不同货类、不同操作过程计件工

资的合理性，系统掌握各环节作业效

率，在调整计件工资时有据可依（如

接卸木片作业效率提高，人力资源部

下调工人、门机司机和流机司机计件

工资定额，进一步降低了吨货成本）；

生产调度部门对同货类、同作业过程

不同工票发生的成本进行分析，查找

原因（作业效率、油耗、电耗及搬倒费

的高低等），促使其科学配工；流机队、

门机队通过分货类、分操作过程成本

核算，分析自己油耗、电耗发生的合

理性等 ；营销部门根据核算的吨货成

本，结合人工、燃油及材料价格上涨

因素，对不同货类的费率进行调价，

重新与客户签订合同。

4. 进行成本宣贯，提高全员降成

本意识。例如，某港口企业成立成本

管控小组，公司领导亲抓成本，生产

成本按权限对内部开放（如外付搬倒

费价格执行分货类阶梯价格，不同货

类、不同作业距离单价不同，搬倒费

价格表传达至每个调度员、理货员，

使其按实际作业距离录入工票，降低

搬倒成本），提到了员工成本意识。

5. 从整体统筹资源配置，对上下

游供货商及客户进行全方位成本管

理。港口集团应掌握企业内部各公司

费率、单位变动成本、单位边际贡献

及利润等情况，集团内部数据应“共

连共享”，统筹资源配置，从整体做好

降成本工作。另外，港口集团在做好

内部单吨毛利管理的同时，应为客户

做好成本筹划，如客户在哪个地区公

司装卸货物运费最省、成本最少，可

将客户推荐至该公司装卸。

（三）将数字信息技术运用于降成

本全过程，提高成本核算准确性及利

润水平

港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全面利

用数字信息技术科学组织生产，降低

成本。例如散货堆码会使用皮带 + 挖

掘机进行上高及整理垛形，用塑料垫

皮及密目网加盖货垛，在统计作业量

及消耗的生产备品时，可利用 3D 成

像技术预先计算某船货物占用场地面

积，皮带机、挖掘机各自作业量，以及

应使用的备品数量等。另外，还应开

发单吨毛利软件系统并与人力资源系

统、物资采购系统、生产一体化系统、

财务软件等相关联，避免形成信息孤

岛 ；通过大数据信息采集并计算分析，

及时反映分货类、分操作过程的吨货

成本及毛利情况，减少人工计算的不

准确性，打造“智慧绿色”港口。
（作者单位 ：烟台港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通用码头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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