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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 MRPⅡ的先进管理思想，构建了采购计划法、供应商的选择、库存安全储备量等系列的供应管理需求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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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库存的主要功能是在供给租需求之间 

建立缓冲，库存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管是宏观库存管理，还是具体库存 

管理，都应体现统一计划的根本原则：上层 

管理制定下层管理的原则和政策，下层管理 

是上层管理原则和政策的继续和执行。具体 

来说，库存是供应商提供给工厂原材料及零 

部件并负责维护，原材料在工厂通过加工成 

为在制品或是成品，成品再卖给客户、分销 

商，当供大于求时就形成库存。 

1 ABC存货分析 

对于库存的所有物料 ，按照全年货币价 

值，从小到大排列，然后划分为三类 ，分别称 

为 A、B、c类。A类存货的价值较高，经常使 

用而且交货时间很长，受到高度重视，应严 

格控制；处于中间的 B类物资受重视程度较 

次；C类物资价值低，原料 占成本的比率甚 

低，一般的例行控制管理即可。ABC管理法 

的原则体现了“关键的少数，次要的多数”的 

思想。 

对于这种存货分析方法 ，笔者认为，对 

企业供应处的实际应用价值最高，因为供应 

处的品种较为整装 ，便于盘点，且数量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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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方便说明，我们假定库存品种 

仅为 9。种(如表 1所示)10然后 ，按总 

成本‘ 火 小顺序重新排列 (如表 

2 y。最唇 分别求出每类的总金额，汇 

总如表 3-所看 ’。 、 t 

综上所述 ，A类物料仅有总数量 

的 3．4％ ，却占有总贱 的 93．3％。 

相 比之下 ，c类锄，料 占总数 的 

79．9％ 而其总成本仅占总成本的 

1％，兵体地说明了对 A类物料要严 

格控 ，而对 c类仅一般的管理即 

可(物料 ABC分类图见图 1)。 

1．1 ABC分类法 

由于库存品种的价值不同，假设 

A类每月盘点一次，B类每季盘点一 

次 ，c类每半年盘点一次，那么，A、 

B、c三类物料的盘点频率分别是 

l2、4、2。上述物资的盘点如表 4所 

示 。 

1．2 分区分块法 

为提高盘点的频率 ，将库存品种 

按所在的区域分组 。该 

方法用于分区存放系统 

及在制品或中间库存的 

盘点。通过对每个区整 

个盘查一次 ，并与库存 

表 1 ABC存货分析 

表 3 总金额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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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物料 ABC分类图 

表4 ABC分类盘点表 

品种数(％) 

总计 

每年工作 日 

每天盘点数 

5 234 

250 

2l 

记录作比较，分区管理员以一个固定周期进 

行盘点。 

1．3 存放地点审查法 

通常，每个库房内都有很多库位，如物 

料放错了地方，正常的周期盘点就不能如期 

进行。存放地点审查法用于准确地确定物料 

的有效地点。它通过对所有的库位作编号 ， 

在每个盘点周期对特定的物料进行检查 ，然 

后依据每个库位上的物料代码与库存记录 

作比较、核实。该方法仅需检查物料的代码， 

不需要检查物料数量，所以简便易行。 

总之 ，盘点方法的选择 ，应与实际情况 

密切相关：对快速周转的物料品种，分区分 

块法是有效的；对有很多库位的库房来说 ， 

ABC分类法和存放地点审查法的结合会更 

好。 

2 库存安全储备量的计算 

库存结存量的确定是建立在每天消耗 

量或销售量均衡发生的基础上，若消耗量上 

扬波动，就会缺货 ，生产会停工。为保证物资 

供应 ，不致因运输延误 、交货拖期 、退货等造 

成生产中断 ，需准备一 部分存货作安全储 

备。 

2．1 统计模式 

。 库存安全储备量可以历史资料及统计 

模式来确定+。 

安全储备量 =口 √T orb (1) 

式 (1)中， ：从订货到货物验收入库所 

需时间；or月：按月预计需要量的标准差。 

这里 口为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的大小可 

由经验统计而来。然后，预计各月需要量 ，见 

Q+存货库存结存量 

订货寰 全储备量 

’ — 7—— 叶 t 

表 5、6、7。 

图 2 安全储备量示意图 

价格和服务。在选择了供应商后，应建立有 

关供应商的档案 ，以作参考。供应商基本情 

况应记录供应商名称、地址 、编码 、联系人 、 

电话、电传 、FAX、E．mail、运输方式、运费算 

法等。 

4 ·采购计划法 

采购计划法 (Vendor Scheduling)，也称 

表5 安全系数 卢 供应商调度
， 是一种采购 

塑主 ! ： ! 方法。它提供给供应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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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5 198 8 234 11 212 来采购计划及采购计划 

! ! 员。采购计划员负责与供 

查： 垩至塑墨 应商打交道，直接与MR． 
兰 ! ! ! !! ! PII的供应商接触，负责 

在已知各月需要量的情况下，先求出各 

月需要量的最大差异量： 

最大差异量 =月份需要量最多量 一月 

份需要量最少量 =234=132：102 

已知可预测的数据数量越多，最多最少 

差异量越远离标准差异；已知预测数据数量 

越少 ，最多最少差异量越接近标准差异。所 

以，要将最大差异量作修正，才可作标准 

蒡 。 

制定物料采购计划，并将其交给供应商和追 

踪其表现等。采购计划通常是按商品组织起 

来的，有了采购计划员，可使采购员从繁琐 

的接单 、发单中解脱出来 ，从事选择供应商 

及货源等更有意义的工作。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生产 

和需求皆有较大的盲目性，因此 ，在组织定 

货时，随时做出灵活反应，如大宗原燃料订 

货价格要实行月月微调。使用 MRPII，很容 

or月=102×0．307= 1 2 3 4 5 6 7 8(周) 

31．314 

例如 ，大宗精粉的订 

购 ，从订货开始到验收入库 

需要 30天 (1个月)，安全 

确认的计划 微调／ 第3个月l第4个月I第5个月l第6个月 

第 1个月 第 2个月 

系数 为 1．65，那 么 ，库存 安全储 备量 = 

16．5×102×0．307=51．7(t) 

2．2 周期计算法 

根据市场供应和市场销售情况，充分估 

计不能执行计划的可能性 ，以确定保险储备 

天数。 

库存保险储备量 =平均每天消耗量 × 

保险储备天数 (2) 

假设，精粉每天平均消耗 10 O00t，保险 

储备天数 15天，那么 

库存保险储备量 =10 000×15=150 000(t) 

3 供应商的选择 

对供应商选择 、评价的三要素是质量 、 

图 3 供应商计 划 

易为供应商提供一份 6个月到 1年的采购 

计划。供应商计划如图3所示。 

最初的一个月以周为时区、数量确定， 

供应商应确保按周提供这些材料；第二个月 

仍是以周为时区，其数量可有细微的调整． 

但不能取消；接下的4个时区仍按月表示， 

每月仍是4周 ，在这些时区，采购员仅要求 

供应商确认有能力满足即可。这种按照滚动 

计划的方法，对近期的采购条件很严密 、苛 

刻，而对远期的采购条件则留有余地 ，不太 

具体。 

5 库存管理的评价标准 

库存是计划的结果。因此，库存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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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化农 科研成本管 里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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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农业科研单位《 々市场竞争力，就新形势下科研成本对科研成果 莹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 中的制约问 

题，提出关于科研成本管理的某些探 讨性意见。 ’ 

关键词 农业 科研成本 成j 管理 

中图分类号 G311：S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 148(2003)03——104——O1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科研工作历来算政 成科研单位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就成了实 收益的支配权 ，以充分调动管理者及其服务 

治帐多，算经济帐少 ，以致长期以来 ，大多数 现上述管理目标的核心问题。为此，科研成 对象共同参与成本管理的积极性。 

科研人员成果意识强烈，成本意识谈薄。而 本及其管理问题应作为科研单位财务管理 

农业科研更因其固有的公益性特征，其 “事 工作的重点加以关注。以下试就科研成本管 2 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业”观念更属根深蒂固，这也是许多农业科 理问题提出一些探讨性意见。 必须建立和完善包括
： 会计 、审计、考 

研单位难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形成科研成果 核
、分配、奖励职责等项管理制度，合理而严 

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科研体制的改革和 l 改革财务管理体系 
格地规范各责任层次的职责范围及其相应 

市场机制的引入，科研单位的管理目标除了 成本管理是企业财务的概念
， 科研单位 的权利和义务。财务管理部门应会同行政 、 

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和培养人才之外，还要 施行成本管理，必须在体制和机制上有所创 科研和人事等部门编制科研成本管理实施 

尽可能地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财务状 新。科研单位改革财务管理体系
， 应借鉴现 细则 、成本管理会计核算办法、物资采购管 

况的最优化。由于农业科研单位主要经费来 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方式
， 并在新体系内部建 理实施办法、工资管理及效益工资兑现办法 

源依然是科技三项费 (科研项 目补助费 、新 立和完善适应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拨款制 等管理条文
。 

产品中间试验费和新技术示范推广费)和科 度改革的管理机制
， 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单位 

技成果转化收益等，因此，能否低成本高效 财务管理部门在财权运作中的主体作用
，

另 3 编制成本预算 

率地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而形 一方面则要在实质上保障课题组经费及其 编制成本预算是实行成本控制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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