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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8_80_83_E8_c67_293628.htm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邮政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邮政企业

在经营管理和成本控制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

邮政企业进行成本管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利用作业成本

法加强邮政企业成本管理的可行性，并就作业成本法在邮政

企业的具体应用提出了初步看法。 1 作业成本法的成本管理

概述 作业成本法(Activity Based Costing，简称ABC法)于20世

纪80年代末提出，是一种新的成本核算和管理理念。它把最

终产品看作一系列作业链的集合体，同时也是价值链的集合

体。作业成本法的理论基础是：生产导致作业的发生，作业

消耗资源并导致成本的发生，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

。在计算成本时，成本核算深入到作业层次，先把企业消耗

的各种资源按资源动因分配到作业，再把各项作业汇集的作

业成本按作业动因分配到成本对象。 2 现行邮政企业成本核

算方法的局限性 邮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信函、包裹分拣机

、邮运车辆等固定成本基数大，比重大，此外，邮政业务处

理的自动化造成直接人工成本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所以对间

接成本分配的准确性直接影响成本核算的结果。目前，间接

成本分配实行的是单一分配办法，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成本的

归属，使得成本核算准确性不高。 运用传统财务会计的成本

计算方法计算邮政各业务的专业成本，分摊手续十分繁杂。

邮政业务品种多，作业环节多，邮政业务的成本计算对象不

是产品，而是信息和实物的周转业务量，信息和实物不但与



业务量(件、袋、吨等)有关，还与距离有关，分摊标准较多

。如选择单一标准分摊，则准确性较差；如选择标准较多，

则成本分摊手续繁杂。 现行成本核算方法的成本核算详细程

度不够，对许多成本发生的过程没有详细的记录和分类，而

是直接按照某种比例被分配到邮政业务中。这一做法无法对

各邮政作业占用成本进行记录和管理，更不能做到对每个作

业占有成本进行分析。 另外，企业为争取客户，加强了广告

宣传等营销活动，发生的营销费用也日益增加。而现行成本

核算方法把营销费用从当期损益列销，同时由于无法识别各

邮政业务的真正成本，从而使得现行成本核算方法不利于产

品的盈利差异性分析，影响了企业的成本管理及市场决策。

3 邮政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的可行性 邮政企业的生产经营特

点决定了它既不能照搬工业企业的方法，也不能完全按财政

预算的方式控制成本，必须寻求新的控制成本的方式。邮政

生产全过程涉及许许多多的作业，使用作业成本法的空间很

大，同时作业成本法也有助于邮政企业追踪整个生产流程，

进行成本控制。 邮政企业具有使用作业成本法的条件。与作

业成本法的使用相配套的条件是实时制(简称JIT)和全面质量

管理(简称TQC)。实时制采取由后向前拉动式的生产系统。

企业以最终满足顾客需求为组织生产的基本出发点，在生产

环节要求零存货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增值作业；全面质量管

理则要求零缺陷。邮政企业的产品是为顾客提供服务，传递

信息、实物或现金，要求全程全网各作业环节环环相扣、紧

密衔接、协调有效地在一定的时限范围内完成邮寄任务，并

且要保证质量和安全，不能有缺损。其在时限和安全上的要

求正好与实时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相对应。 作业成本法可解决



邮政企业资源利用的低效问题。作业成本法可针对邮政企业

存在的人工问题、业务流程上的问题等进行分析，通过减少

不增值作业、消除无效作业，降低产品成本。加强作业管理

，有针对性地解决冗员、劳动消耗等资源利用问题。 美国邮

政自1972年开始独立运营，1995年以前一直没有走出“亏损

一提价”的怪圈。1995年一举实现扭亏为盈，此后在未上调

资费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盈利，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了缜

密的财务成本核算体系。其突出特征是划小核算单位和缩短

核算周期，财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设立了20个成本核算单元

，包括60多个组成部分，并可细分为100多个成本要素。通过

对每一作业环节进行核算，最终核算到每一项业务(产品)，

以此作为制定资费的基础，并为各项业务的效益分析和经营

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其作业环节的成本核算，实质正是作

业成本法基本理念在邮政企业的运用，对于财务管理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对我国邮政企业来说，借鉴美国邮政的成功

经验必有益处。 4 作业成本法在邮政企业成本核算中的应用 

邮政企业成本作业管理应以邮政作业为核心，由作业成本计

算和作业分析过程有机结合，强调成本动因以及由此引起的

作业链(Activity Chain)价值链(Value Chain)改善问题。作业管

理一般包括确认作业、作业链和成本动因分析、业绩评价以

及报告不增值作业成本四个步骤，主要采用作业消除、作业

选择、作业减低和作业分享降低成本。通过对邮政企业增值

作业和不增值作业进行分类管理，使管理者识别并消除那些

不增值作业和浪费，更好地理解生产过程，抓住关键作业，

选择成本最低的作业，减少完成某项作业所需要的时间或耗

费，尽量实现作业共享，为降低作业成本法在邮政企业的应



用成本创造有利条件，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提供的信息，编制

资源使用计划，重新配置未使用资源。基于作业管理的成本

控制，按作业管理的要求把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项作业作为

成本控制的中心，把成本控制落实到每一项作业，从而更有

效地控制成本，并促进作业流程的改造，加速邮政企业管理

现代化进程，增加邮政企业的价值。 4．1 分析和确定资源 把

企业可直接归属到邮政业务的直接成本和不可直接归属到邮

政业务的间接成本分开，间接成本则需要按资源动因分配到

各邮政业务中。 4．2 分析和确定作业 在邮政企业采用作业成

本法，根据提供生产服务的流程进行作业的划分。例如可以

将普通信函的作业成本中心划分为：交寄中心、出口分拣中

心、转运中心、长途运输中心、交换邮件中心、进口分拣中

心、投递中心等作业中心。 根据各作业中心的特点可以对各

作业中心进一步细分。如出口分拣中心可具体分为：整信盖

销、出口初分、装箱、出口细分、质检、捆绑、装袋、交运

等作业。 4．3 确定资源动因，建立作业成本库 资源动因是分

配资源给各个作业形成作业成本库的依据，它在资源和作业

成本库间形成一种因果关系。资源动因属于“量”的问题，

因而资源动因系数通常用分数或百分比表示。例如：企业会

计部门以各作业所占用的员工数为资源 动因，对工资费用进

行分配。 作业中心建立后，需将资源费用归集到各作业中心

的成本库中。一个成本库是由同质的作业组成的。例如，以

交寄作为一个作业中心的同时，许多与交寄信函有关的成本

将会归集到消耗该项资源的作业中心。根据作业中心的各种

作业消耗资源的数量以及相应的单位资源成本计算各种作业

的成本，所有作业成本之和就是作业中心成本。信函寄递过



程所经过的各个作业中心包括的资源费用项目有：工资、职

工福利费、折旧费、邮件运输费、修理费、低值易耗品摊销

等。收集费用数据时，应充分利用企业原有的成本信息系统

，有的数据可以直接获取，有的数据则需要加工处理。这一

工作是繁琐而重要的，要仔细分析各项费用，按资源动因归

集到各个中心，往往要反复几次才可最后确定。 4．4 确定作

业动因，分配成本至成本标的 一旦将资源耗费分配给作业成

本库后，就可以开始确定作业动因，分配给产品。作业动因

是指作业被消耗的直接原因，是进一步将作业成本库中的费

用分配到各项产出上去的标的，其分配依据是该项产出消耗

各作业成本库中的代表作业的数量。例如，分拣中心作业动

因的计量可以选择为信函量。 4．5 计算总成本 根据作业动因

分配到邮政业务的间接费用，加上追溯到邮政业务的直接人

工费、直接材料费和其它直接费用，就可以得到邮政产品的

总成本。成本库确定后，就可以计算每一个成本库单位作业

动因的成本，即成本库分摊率。然后将汇集于各个作业中心

成本库的成本按成本库分摊率分配到各项最终产品上。产品

最终作业成本即为该产品所经过的各作业中心应分摊的成本

之和。 总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中国邮政实施作业

成本法不仅可以准确地核算各项邮政业务的总成本和各作业

成本，同时将成本控制的着眼点深入到作业层次，在成本及

成本发生的原因之间建立对应关系，通过治本(成本发生原

因)来治标(成本发生)，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然而，实施作业

成本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企业高层的高度重视下有步

骤、有层次地逐步开展与运用，并配备相关信息系统、会计

制度和高素质人才等，才能确保作业成本法在邮政企业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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