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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业成本管理强调将成本管理的重心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力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 

增值作业的效率，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成本控制措施，实现企业持续低成本、高效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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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追本溯源，作业成本计算虽源于商品成 

本计算的准确性动机，但其实际意义已完全 

超越了最初的设计要求，它直接深入到企业 

价值链重构——作业链，乃至企业内部组织 

结构的重构。但是，作业成本计算仅仅只是 

认识价值链的基础 ，只有作业成本管理才能 

改造和优化企业价值链 ，因而由作业成本计 

算发展到作业成本管理是现代管理会计发 

展的必然 。 

l 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思想 

作 业 成 本 管 理 (Activity—based cost 

management，简称ABCM)，就是利用作业成 

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 

核心 由“商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 

理方法 。 

ABCM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其基本 

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 

实现投资者报酬现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 

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 ，企业生产商 

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 ，作业消耗资源 ，而 

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 

用，会使产品成本严重失真。因而，在以计算 

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有必 

要按战略成本管理观点将传统的单一的数 

量动因扩展为一系列的成本动因 ，通过对各 

种成本动因和相关成本之间进行分析，将单 

一 标准的分配改为按成本动因的多标准分 

配 ，从而正确地分配各项间接费用，正确地 

计算产 品成本。这样才能清 晰地揭示哪些 产 

品具有有效的盈利能力。特别是在传统成本 

管理下未予考虑的一些无形的成本动因，如 

企业的规模、产品开发 、市场开拓 、企业 内部 

结构调整 ，甚至厂房的布局规则等，都会对 

产 品成 本产生很 大的影响 ，更应从 战略上予 

以考虑 ，因此 ，战略成本管理将会使期间费 

用不分配计人产品成本的传统方法成为历 

史 。 

(7)扩大成本管理的范围，实现企业的 

战略 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 

以及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的不断创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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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范围El益扩大。传统的成本管理范围 

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过程，而对企业 

的供应与销售环节则考虑不多，对于企业外 

部的价值链更是视而不见，使企业未能获得 

全面的发展竞争战略。然而，对于处于开发 

型、竞争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来说 ，成本管 

理更有必要重视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 

应该把企业成本管理问题放在整个市场环 

境中予以全面考虑。因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过 

程是为了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 

业 的集合体，它表现为一个由此及彼 、由内 

向着与与多学科相互结合 、相互交叉渗透的 

方向发展，如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大背 

景下，适时生产控制 、全面质量管理、作业成 

本法的出现。相关科学的引入 ，使成本与技 

术密切结合，不但扩大了成本管理的范围， 

也开辟了降低成本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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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 ，最后全部 

累积到最终的生产商品或劳务上 ，最终商品 

或劳务既是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 

的集合。因此，作业链(Activity chain)同时又 

表现为价值链(Value china)。从购买商品或 

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转移给其的价值， 

形成经济利益的流人即企业实现的收入 ；收 

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的价值 

之和后的差额 ，即为企业利润。但实际上不 

是所有作业都能增加转移给顾客的价值 ，为 

企业带来利润的。ABCM要求成本管理的重 

心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地消除不能创造 

价值的作业 ，防止资源的浪费 ，最大限度地 

提高从顾客回收的价值 ，以实现预定的经营 

目标 。 

要实现ABCM的基本思想 ，就必须借助 

于作业分析 ，成本分配就不能仅限于“商品” 

这一层次，而应深入到每一作业。要降低成 

本 ，首要的是消除不必要作业(Non—essential 

activity)，而非考虑提高该类作业的效率 ；对 

于那些能为最终商品或劳务增加价值的作 

业 ，要进一步分析该类作业是否有改进的可 

能 ，其所消耗资源能否节约。ABCM的核心在 

于确定 了“成 本动 因”(Cost drivers)概念 ，主 

张以成本动因作为分配间接成本的基础，利 

用成本动因来解释成本性态。这样，ABCM就 

将间接成本与隐藏其后的推动力相联系，通 

过确定较为合适的成本动因，进而能够合理 

地分配间接成本，有效地提高成本的归属 

性 、计算 的准确性 、定价决策的科学性和灵 

活性。 

2 作业成本管理实施的现实意义 

ABCM以作业为成本管理 的起点与核 

心，较之传统的以商品或劳务为中心的成本 

管理是一次深层次 的变革和质 的飞跃 。 

2．1 有利 于加强成本控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企业间的市 

场竞争进入白热化。与此相适应，企业商品 

生产通常采用多品种 、个性化 、小批量的生 

产经营模式，以适应顾客日新月异的多样化 

需求。它使得传统的以“商品”为管理的核心 

与起点，以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差异分析 

及控制为重点的成本管理 ，日益难以适应这 

种新的、动态的、不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 

而ABCM~ltJ以作业成本为对象 ，以每一 

作业的完成及其所耗资源为重点 ，通过作业 

分析 ，借助作业成本计算这一明细信息系 

统，以成本动因为基础 ，能够及时、有效地提 

供成本控制所需的相关信息 ，从而极大地增 

强管理人员的成本意识。它以作业 中心为基 

础设置成本控制责任中心，将作业员工的奖 

惩与其作业责任成本控制直接挂钩 ，充分发 

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与合作精神， 

进而达到有效控制成本的 目的。 

2．2 有利于提高商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一 

体化，现代企业间的市场竞争也逐渐趋于激 

烈化和国际化。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竞争环 

境，传统的只注重商品投产后与生产过程相 

关的成本管理，忽视投产前商品开发与设计 

的成本管理模式 ，已愈来愈难适应当代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 ，极大地阻碍了企业商品市 

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而ABCM~lt]能很好地适应现代企业商品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发展需要 ，从一开始 

就特别重视商品设计、研究开发和质量成本 

管理，力求按照技术与经济相统一的原则， 

科学合理地配置相对有限的企业资源，不断 

改进商品设计与工艺设计 ，不断改善企业价 

值链的构成，从而不断提高企业商品的市场 

竞争能力。 

3 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特征及内容 

3．1 作业成本管理是作业成本计算的延伸 

与升华 

ABCM的主要 目标 是通过作业 尽量为顾 

客提供更多的价值，并从中获取更多的利 

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业都能增加转移 

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企业的作业通常可分 

为必要作业(Essential activity)与不必要作 

业(Non—essential activity)i~大类。若某项作 

业 对顾客或组 织而言是必 要 的 ，能 为企业最 

终商品增加价值 ，则为必要作业或称增值作 

业(Value added activity)；若某项作业对顾 

客或组织而言并无多大作用 ，不能为企业最 

终商品增加价值，则为不必要作业或称不增 

值作业 (Nonvalue added activity)。由此可 

见，企业要实行ABCM，首先就要明确作业的 

耗费 ，而要达到这一点 ，就必须以作业成本 

计算(Activity—based cost，简称ABC)为基础。 

ABC作为追踪作业 ，动态反映作业成本的信 

息系统，可以为旨在改进企业作业链而进行 

的ABCM提供需要的信息。而ABCM也正是 

利用ABC提供的信息来改进企业作业链的。 

因而可以说ABCM是ABC的延伸与升华。 

3．2 价值链分析是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方 

法 

ABCM将成本看作“增值作业”和“不增 

值作业”的函数 ，并以“顾客价值”(Customer 

Value)作为衡量增值与否的最高标准。这 

样 ，一方面将顾客的需求与企业的作业发 

生 、资源的消耗 、成本的形成等联系起来；另 
一

方面，通过顾客价值将企业的收入与顾客 

的需求联系起来，从而有利于从作业的角度 

权衡成本和顾客价值 ，保证企业经营决策与 

企业价值最大化 目标相一致。这实际上是价 

值链分析方法在经营管理中的实际应用。价 

值链分析作为ABCM的基本方法，其主要作 

用在于：一是找出无效和低效的作业，为持 

续降低商品成本，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提供途 

径 ；二是协调 、组织企业内部的各种作业，使 

各种作业之间环环相扣 ，形成较为理想的 

“作业链”，以保证每项必要作业都以最高效 

率完成 ，保证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是与同行 

的价值链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自己的优势与 

劣势 ，进而为扬长避短、改善成本构成和提 

高作业 的质量及效率指明方向。 

3．3 作业成本管理按作业分析、成本动因分 

析、业绩计算三步骤循环进行 

ABCM的设计与运行必须考虑作业分 

析、成本动因分析和业绩计算3个方面的要 

求 ，并按次序组织衔接，循环进行。 

(1)作业分析。主要内容包括辨别并力 

求摆脱不必要或不增值的作业；对必要作业 

按成本高低排序，选择排列前面的作业作重 

点分析；将作业与先进水平 的作业进行比 

较，以判断某项作业或企业整体作业链是否 

有效，寻求改善的机会。 

(2)成本动因分析。成本动因即构成成 

本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成本动因通常分为资 

源动因(Resoul~e driver)和作业动因(Activ— 

ity driver)两种。资源动因是资源成本分配到 

作业中心的标准 ，它反映作业 中心对资源的 

消耗情况；作业动因是将作业 中心的成本分 

配到最终商品或劳务的基准，是连接资源消 

耗和最终商品的纽带。成本动 因分析的 目 

的，就是通过对各类不增值作业根源的探 

索，力求摆脱无效或低效的成本动因。 

(3)业绩计算。在作业分析和成本动因 

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业绩计算体系， 



以便对ABCM的执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然后通过这种ABCM绩效信息反馈 ，重新进 

行下一循环的更高层次的作业分析和成本 

动因分析。 

4 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操作程序 

尽管ABCM在不同行业、不同经济技术 

条件、不同规模企业实施时各具特点 ，但是 

根据ABCM的基本原理 ，借鉴西方企业的实 

施经验 ，我国企业具体实施时 ，一般应遵循 

下列操作程序。 

4．1 分析累积顾客价值的量终商品的各项 

作业。建立作业中心 

既然企业最终商品的顾客价值均由作 

业链创造 ，那么ABCM的着跟点就应放在这 

条作业链上，对构成作业链的各项作业进行 

分析，确认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一个作业 

中心即是生产程序的一部分，按照作业中心 

汇集和披露成本信息，便于管理当局控制作 

业 ，考评绩效。 

4．2 归类汇总企业相对有限的各种资源。并 

将资源合理分配给各项作业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消耗作业 ，作业则 

消耗资源，而企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 

ABCM强调对企业的各种资源分类汇总 ，建 

立资源库，根据需要科学合理地对各项作业 

进行资源配置 ，并对各项作业资源耗费所创 

造的顾客价值大小进行跟踪和动态分析 ，尽 

可能降低必要作业的资源消耗 ，杜绝不必要 

作业的资源浪费。 

4．3 对生产经营的量终商品或劳务分类汇 

总。明确成本对象 

成本对象的确定必须包括所有的最终 

商品或劳务 ，不能遗漏某种商品或劳务，否 

则 ，其他商品或劳务就会承担过高的成本， 

从而造成成本信息的失真。但是，ABCM并不 

是直接以最终商品或劳务为成本管理的对 

象 ，而是将其相关的作业 、作业中心 、顾客和 

市场纳入成本管理体系，这样就抓住了资源 

向成本对象流动的关键。 

4．4 发掘成本动因，加强成本控制 

发掘成本动因，就是摈弃传统的狭隘的 

成本分析，而代之以宽广的与战略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成本动因分析，并以成本动因为标 

准，将作业成本归集到各终极商品或劳务中 

去。加强成本控制，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 

控制成本动因，只有控制了主要价值链活动 

的成本动因，才能真正控制成本；二是通过 

改造和优化企业的主要价值链活动，如商品 

设计与研制开发 、生产 、营销等，来取得成本 

竞争优势。 

4．5 建立健全业绩评价体系，加强成本管理 

的绩效考评 

实施ABCM，必须结合责任会计制度建 

立健全成本管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将作业中 

心的确立与责任中心的划分衔接一致，明确 

经济责任和权限范围。通过使用合适的成本 

动因，保证成本指标和经营绩效的真实性与 

可靠性，从而有助于管理当局从非财务的角 

度进行业绩评价 ，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责任 

会计 。 

ABCM将控制成本、降低成本的视野由 

以“商品”为中心转移到以“作业”为中心 ，它 

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联系成本发生的 

前因(成本动因)与后果(成本耗费)来寻求 

控制成本的途径和方法；它不是简单盲 目地 

削减成本，而是通过对作业的跟踪和动态反 

映，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作业链及其价值 

链分析，谋求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实现企业 

持续低成本、高效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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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tivity—based cost management emphasizes that the core of cost manag ement should be put 

into every activity．It should remove the activity which can not treat profit and improve the activity that 

can increase value with the maximum effort．Based on that，we can  perform more suitful cost control mea— 

sure to actulize enterprise’S overlasting low cost and hish profit go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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