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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核算系统难以准确地计算供应链中的各项成本，运用

作业成本法可以对整个供应链中的成本耗费进行系统地核算

，从而为供应链管理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成本信息依据。 作

业成本法思想的引入 尽管供应链管理将其目标定位为提高用

户服务水平和降低供应链成本，并寻求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

，但是供应链管理一直没有将供应链成本管理单列出来，甚

至连供应链成本的界定还存在争议。同时，现行的会计核算

方法也不适合供应链成本的核算，其无法准确掌握供应链费

用与支出的实际情况，极大地影响了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及其

目标的实现。 作业成本法的产生最初是用来解决因自动化生

产和产品多样化等制造环境变化带来的成本信息扭曲问题的

。它是一种以“成本驱动因素”理论为基础依据，根据产品

生产或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和形成的产品与作业、作业链和

价值链的关系，对成本发生的动因加以分析，选择“作业”

为成本计算对象，归集和分配生产经营费用的一种成本核心

方式。其实质就是在资源耗费与产品耗费之间借助作业这一

桥梁来分离、归纳、组合，然后形成各种产品成本，它提供

了更准确地计算产品成本的新思路，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有价

值的信息。简要地说，作业成本法的计算程序主要可分为两

个阶段，如图1所示。 以作业成本法计算为指导，可以将供

应链中的间接成本和辅助资源更准确地分配到物流作业、运

作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或整个供应链。它保留了传统计



算模型中有关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的分配方法，同时也确认

了一些辅助作业，如运输、库存。对于像供应链这样许多资

源的使用并不构成产品的实物形态，且多数作业都可以视之

为辅助性的，应用作业成本法来核算成本显得更为重要。 运

用作业成本法核算供应链成本 供应链成本包含供应链中所发

生的一切成本，它可定义为在供应链的运营过程中，为了保

证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的顺利生产并提供相关服务，在开展

各项活动时所占用和消费的所有费用。根据支出费用的用途

，可将供应链成本分为供应链运营成本（如通讯成本、库存

和配送成本等），供应链核心产品的制造成本以及供应链管

理成本（如订单管理成本、与供应链相关的财务和计划成本

等）。在应用作业成本法核算供应链成本时可遵循以下步骤

： 1.分析供应链流程。这一步骤包括供应链主要流程的划分

和供应链主要职能的分析确认。在这一阶段我们主要集中于

确认供应链中关键性的职能。在关键职能被确认以后，编制

流程图用以说明供应链主要职能的价值链过程。例如，图2所

示即为一个简单的三级供应链模型流程图，从图中我们可以

得出此供应链的主要职能包括库存管理、订单处理、装载处

理和运输等，其运作流程也可以一目了然。 2.识别和定义选

择主要作业。确认主要作业，就是将与费用发生有关的作业

活动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产品的生产，其作业

活动的领域不同。不同的供应链环节中，涉及的作业也不同

，例如，在采购流程中，涉及的作业有供应商评价、订货、

验收、入库等；在配送流程中，涉及搬运、包装、拣货、配

送和单据传递等。作业的区分，理论上是越细越好，但基于

成本效益的考虑，实际操作中可根据重要性和同质性原则，



来定义主要的作业。 3.确定作业实施过程中消耗的资源。作

业成本系统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我们在前面所划分的各项作业

的成本。但是，要想发掘每一作业的真正成本，我们首先必

须确定每一作业所消耗的资源。伴随着作业的实施过程中各

种不同的资源被消耗。基本上所有企业的大部分资源可以分

为以下几类：劳动力、物料、设施、工具、固定资产和资金

等。 4.选择成本动因，归集资源费用到同质成本库，并计算

成本动因费率。选择成本动因，就是根据追踪的资源，选择

分配各作业成本中心的标准，例如，产品搬运作业的作业衡

量标准可以是搬运的产品数量。成本动因和消耗资源之间的

相关程度越高，现有的成本被歪曲的可能性就越小。同质成

本库是一个可用一项成本动因解释成本变动的若干项作业的

集合，例如，产品搬运是一项作业，则所有与产品搬运相关

的劳动力、工具等资源消耗的费用都归属到“产品搬运”这

一作业成本库中。在通过成本动因把资源归集到同质成本库

之后，计算该成本库的成本动因费率： 某成本库成本动因费

率=某成本库制造费用额/成本动因消耗量 5.分配作业库中的

费用到产品，计算产品成本。这是根据计算出的各成本库分

配率和产品消耗的成本动因数量，把成本库中的制造费用分

配到各产品线上，即： 某产品成本动因成本=某成本库成本

动因费率×成本动因数量 作业成本计算的目标是要计算出供

应链流程最终产品的成本。直接成本可以单独作为一个作业

成本库处理。将产品分摊的成本动因成本，加上产品直接成

本，即可得到最终产品成本。 通过以上对供应链作业成本核

算步骤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的主

要差异。首先，成本核算对象不同。传统成本法核算对象主



要是产品实体或供应链过程和功能，而作业成本法以作业为

最基本的核算对象。正是由于作业成本法可以提供各项作业

耗费的成本信息，因此能使管理人员开展作业管理并改善作

业链成为可能。其次，成本分配基础不同。作业成本法的分

配基础（成本动因）发生了质变，它不再采用单一的数量分

配基准，而是采用多元分配基准；并且集财务变量与非财务

变量为一体，尤其强调非财务变量（如订货次数、运输路程

等）。所以，供应链作业成本计算方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比

传统成本计算法准确得多，进而也为供应链管理中的库存优

化、供应商选择、利益分配等问题提供必要的成本信息依据

。同时，这也有利于企业分析供应链成本产生的原因，进而

落实控制和降低成本的方法和措施。再次，核算范围不同。

传统的成本计算法将许多成本项目列作期间费用，采用在发

生的当期一次性扣除，而不加以分配。在作业成本法下，对

于仓储、回收等领域发生的成本，只要这些成本与特定产品

相关，则可通过有关作业分配至有关的产品或其他成本计算

对象中，这样所提供的成本信息更有利于企业进行定价的相

关决策。 结束语 所以，有效的供应链成本核算与管理系统是

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建议可以先在供应链局部环节运用作业

成本法，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广。同时，加强信息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培养供应链成本管理相结合的综合性人才，为作业

成本法的成功应用创造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