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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6/2021_2022__E4_BE_9B_E

5_BA_94_E9_93_BE_E6_c31_36654.htm 去年12月，专家对我国

制造型企业的物流成本进行了调查，调查统计显示，2005年

中国制造型企业的物流成本仍在不断升高，同时在供应链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浪费也在不断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有45.83%的企业管理者表示目前的整体运营成本比较高，

而8.33%的企业则表示运营成本非常高，已经接近他们所能承

受的成本极限。 专家认为，降低成本的关键是先识别成本来

源，并进行结构化的分析，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一个透

明的成本体系和关键成本控制点给决策者。而与传统看法不

同，供应链过程浪费应是目前中国制造型企业成本控制工作

关注的重点，其主要由七种浪费构成，包括：不必要的库存

、服务瑕疵、产品瑕疵、生产瑕疵、采购失误、运输能力浪

费和不必要的移动，这七种过程浪费引起了很高的运营成本

： 1.不必要的库存主要包括呆滞库存、过量生产产生的库存

、提前到货产生的库存、生产线上多余的在制品库存、多余

的安全库存、无效库存耗损而引起的成本。 2.服务瑕疵主要

包括由于失销而引起的订单丢失成本和订单保留成本，以及

因服务水平不能满足要求而引起的惩罚成本。 3.产品瑕疵主

要包括产成品废品、产品维修成本、因产品瑕疵而引起的惩

罚成本和逆向物流成本。 4.生产瑕疵主要包括物料的无效耗

损、生产线废品而引起的成本。 5.采购失误主要包括过量采

购、劣质供应件、逾期到达的供应件、采购过程无效耗损引

起的成本。 6.运输能力浪费主要包括重复的运输路线、非经



济的运输规模、运输等待和运输事故引起的成本。 7.不必要

的移动主要包括生产线上不必要的物料、在制品搬运、仓储

工作中重复的选、拣货路线、反复领料带来的重复劳动引起

的成本。 识别出成本来源后，企业可着手进行成本结构化的

工作。所谓成本结构化即是要求企业基于流程将总成本与子

项成本的隶属关系、子项间的关联关系界定清楚。这样做的

主要目的：避免成本重复计量、找到流程中成本控制的关键

点、识别成本间“此消彼涨”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成本与服务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悖反关系，因此企业在识

别浪费和控制成本的同时，需要考虑在保证一定服务水平的

前提下展开工作，否则成本控制的工作将“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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