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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第三方物流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控制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成为众多物流企

业亟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成本核算方式无法有效评价作业的有效性和增值性，而作业成本法更加符合第三方物流企业

成本特性。文章通过案例分析，详细阐述作业成本法的概念、比较优势以及使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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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我 国 第 三 方 物 流 业 快 速 增

长，服 务 水 平 显 著 提 高，但 也 存 在 运 行 效 率 偏 低，

服 务 成 本 较 高 的 问 题。同 时，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竞

争 日 趋 激 烈，降 低 物 流 成 本 已 成 为 企 业 主 要 的 努

力 方 向 之 一。由 于 传 统 的 成 本 核 算 不 能 提 供 物 流

成 本 的 准 确 信 息，因 而 无 法 为 企 业 物 流 管 理 提 供

可 靠 的 依 据［１］。作 业 成 本 法（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ｓｔ，

又 称 ＡＢＣ成 本 法）能 动 态 跟 踪 成 本 发 生 的 全 过

程，及 时 发 现 物 流 费 用 浪 费 等 问 题，是 一 种 适 应 现

代 物 流 业 发 展 的 会 计 计 算 方 法［２］，具 有 明 显 的 优

势 与 可 操 作 性，可 在 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成 本 核 算 中

广 泛 应 用。

一、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成 本 管 理 的 现 状

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中 期，第 三 方 物 流 的 概 念 开

始 传 到 我 国，它 是 运 输、仓 储 等 基 础 服 务 行 业 的 一

个 重 要 发 展。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构 成

要 素，一 是 成 本，二 是 服 务 质 量。物 流 企 业 服 务 成

本 成 为 决 定 企 业 生 存 与 发 展 的 关 键 要 素 之 一。

虽 然 物 流 业 发 展 迅 速，但 由 于 发 展 时 间 不 长，

暴 露 出 运 行 效 率 偏 低，服 务 成 本 较 高 等 问 题。据

调 查，我 国 第 三 方 物 流 总 费 用 与 ＧＤＰ的 比 率 高 出

发 达 国 家１倍 左 右。因 此 如 何 有 效 控 制 物 流 企 业

服 务 成 本，提 高 作 业 的 有 效 性 和 增 值 性，成 为 亟 需

解 决 的 问 题。物 流 企 业 在 成 本 核 算 时，由 于 对 物

流 成 本 的 特 性 认 识 不 够 全 面，缺 乏 科 学 的 核 算 标

准 及 有 效 的 控 制 手 段，使 用 的 是 传 统 的 会 计 成 本

核 算 方 法，局 限 性 较 大，下 面 以Ｚ国 际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为 例 进 行 说 明。
（一）Ｚ国 际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基 本 概 况

Ｚ国 际 物 流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Ｚ公 司”）是

以 物 流 运 输、配 送、仓 储 等 为 主 营 业 务 的 综 合 性 大

型 物 流 企 业，其 物 流 服 务 网 络 覆 盖 航 空、公 路、铁

路 等 多 种 运 输 方 式，并 在 国 内 拥 有２００多 个 运 输

节 点，覆 盖 国 内 重 要 大 中 型 城 市 及 中 转 城 市。
（二）Ｚ公 司 物 流 成 本 管 理 现 状 及 问 题

目 前，Ｚ公 司 物 流 服 务 面 向 对 象 较 为 广 泛，涉

及 物 流 服 务 内 容 较 为 繁 杂，订 单 的 处 理 以 及 货 物

的 运 输 与 仓 储 过 程 非 常 复 杂，所 采 用 的 传 统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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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算 方 法，只 是 对 物 流 作 业 环 节 进 行 简 单 分 类，并

划 分 为 市 内 和 市 外 两 个 中 心 进 行 归 集，无 法 对 各

项 具 体 作 业 成 本 准 确 的 界 定 和 核 算，对 于 特 定 客

户 的 业 务 和 订 单，无 法 独 立 进 行 盈 亏 分 析，所 以 在

进 行 物 流 成 本 管 控 时 缺 乏 准 确 有 效 的 信 息 支 持。

表１　Ｚ公 司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物 流 成 本

统 计 明 细 表（单 位：元）［３］

项目 市内 市外 合计

运输费 ４０７１２８．８０　５８２３４０．２０　９８９４６９．１０

仓储费 ８２３１３．４４　８９４８２．０９　１７１７９５．５０

包装费 ７８２９．２３　 １１３８４．８９　１９２１４．１２

装卸搬运费 ９８３３．８７　 １６９１２．４２　２６７４６．２９

过路桥费 １８７３２．８６　２８３８４．０８　４７１１６．９４

洗停车费 ８０１３．７７　 １３１２８．２３　２１１４２．００

业务材料费 １２２３．９７　 １３７０．１２　 ２５９４．０９

变动成本小计 ５３５０７６．００　７４３００２．１０　１２７８０７８．００

管理费用、工资及福利费 ２９０１３．１３　３１８７２．７６　６０８８５．８９

管理费用－可控 ４２３８９．１２　５９８２８．２３　１０２２１７．４０

管理费用－不可控 ５２９３．８９　 ８２３０．０７　 １３５２３．９６

固定成本小计 ７６６９６．１４　９９９３１．０６　１７６６２７．２０

　　由表１可见，Ｚ公司进行成本核算时，首 先 划 分

了市内和市外两个成本中心，同时对每个成本中心，

根据成本开支与业务量的关系，划分为固定成本、变

动成本两类。但是，以 上 数 据 反 映 出 是 各 作 业 环 节

占成本比重，面对特 定 订 单 和 特 定 服 务 所 耗 费 的 成

本与收入是否相匹配，盈亏平衡点如何测算，如何采

用不同运营方式来 进 行 比 较 分 析，有 效 地 提 高 盈 利

能力等问题时，缺乏有效数据支撑。分析发 现，Ｚ公

司物流成本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１．传统的物流成本管理方法局限于成本性态的

简单区分，没有精细到单一服务成本，所提供的成本

数据无法支撑物流企业管理者对服务的效率与效益

进行准确的评估，达不到成本分析与控制的目的。

２．公司物流成本管理失控。公司的成本核算与

管理缺乏有机结合，只 是 将 物 流 服 务 过 程 所 发 生 的

费用按照成本性态 进 行 了 简 单 的 分 类 和 汇 总，没 有

针对单个物流服务 进 行 成 本 核 算，对 管 理 成 本 中 可

控与不可控因素没 有 清 晰 地 界 定，成 本 管 理 的 有 效

性值得商榷。

３．公司缺乏对物流服务成本进行核算与管理的

思想。公司只是简单的将业务量与成本之间的数量

关系进行区分，着重 于 对 成 本 构 成 比 重 较 大 的 作 业

环节进行管控，没有 针 对 特 定 物 流 服 务 或 者 产 品 进

行核算与监督，达不到物流服务成本控制的目的，也

不能为物流服务产品的定价提供可靠依据。

４．物流企业会计核算标准尚未统一。目前的企

业财务会议制度中没有专门针对物流行业或者企业

进行制度设计，将其与一般企业等同起来，也没有设

置单凭的物流成本 会 计 科 目，使 得 物 流 成 本 核 算 也

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照执行。

二、作业成本法的优势和特点

作业成本法是 以 产 品 消 耗 作 业、作 业 消 耗 资 源

为基本原理，通过确认及计量作业动因，将成本归集

到产品中的一种成本核算与管理方法。传统的成本

核算体系 根 据 成 本 性 态 划 分 为 变 动 成 本 和 固 定 成

本，以数量作为成本核算的唯一标准，在成本分摊时

没有真实反映成本 支 出 与 物 流 作 业 的 相 关 性，导 致

成本信息失真。作业成本法将成本或者资源的耗费

与其产生的原因对 应 起 来，将 成 本 分 摊 至 生 产 作 业

的各个环节，具有如下优势和特点：

首先，物流企业对固定成本进行分配时，习惯采

用单一的运输里程 或 者 运 量 等 作 为 分 配 标 准，没 有

考虑公平分配与信 息 相 关 性 原 则，易 导 致 部 门 服 务

成本信息失真，无法 真 实 反 映 特 定 物 流 服 务 或 者 客

户的成本 及 效 益。而 作 业 成 本 法 在 进 行 成 本 核 算

时，根据作业的成本 动 因 量 与 成 本 动 因 率 来 来 核 算

成本，将分配范围缩小到若干作业中心，将成本核算

集中在随生产环节逐步消耗的各具体环节与成本动

因量上，以多种成 本 动 因 率 作 为 分 配 标 准。而 成 本

动因率由 作 业 环 节 的 成 本 支 出 及 成 本 动 因 量 来 决

定。其核算结果能更准确、客观、真实地反映产品成

本。

其次，作业成本法所代表的管理思想，是作业管

理的思想，其关注的已不仅仅是部门层面，而是全部

产品或者服务的相 关 作 业 层 面，真 实 而 有 效 地 反 映

各个作业环节中增 值 作 业 与 非 增 值 作 业 的 情 况，使

管理者能够据此对作业流程与企业价值链进行优化

与重组，为顾客提供优质与高效的服务，从而增加企

业价值。并且为了 实 现 作 业 管 理 的 目 标，企 业 管 理

必须深入到 作 业 中 去，进 行 作 业 分 析［４］。作 业 分 析

是通过对作业的识 别 与 计 量、资 源 费 用 的 归 集 与 确

认、产出消耗作业的确认与计量、产出成本费用的归

集等步骤方法，分析评价作业的有效性和增值性，以

提高作业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增加产出价值［３］。作

业成本法通过作业 分 析 体 现 和 升 华 管 理 思 想，从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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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最终赢得更多效益和客户。

再次，作业成本 法 的 核 算 方 法 更 加 贴 近 完 全 成

本法的思 想。作 业 成 本 法 主 要 是 针 对 各 个 作 业 中

心、各个作业环节进行成本核算，成本支出与作业环

节成本动因关联性强，能提供更加真实、有效地反映

作业层面的成本信息。作为企业管理者可以据此有

针对性地开展成本控制、定价等决策。这样，作业成

本法不仅具有核算 的 功 能，还 能 为 成 本 管 理 提 供 方

法和手段，从而实现“全面成本管理系统”。

三、作业成本法的运用

物流企业在使 用 作 业 成 本 法 进 行 成 本 核 算 时，

将物流作业归入作 业 中 心，由 作 业 导 致 的 资 源 消 耗

纳入作业成本库。作 业 成 本 突 破 了 产 品 这 个 界 限，

而把成本核算 深 入 到 作 业 层 次［５］；它 以 作 业 为 单 位

收集成本，并把“作业”或“作 业 成 本 池”的 成 本 按 作

业动因分配到产 品。因 此，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可 通 过

如下步骤进行成本核算：

第一步，确立 成 本 对 象 与 作 业 中 心。物 流 公 司

与客户签订物流服 务 合 同，该 合 同 表 明 物 流 企 业 为

特定客户提供一项服务，具有唯一性，可以将该类合

同作为一级成本核算对象。在公司采用作业成本法

进行成本计算后，作 业 便 作 为 物 流 公 司 的 二 级 成 本

核算对象。例如，Ｚ公 司 与 武 汉 长 城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签订的《聚丙烯原 料 项 目 的 市 内 及 市 外 配 送 业 务 合

同》可作为一级成本核算对象，该项目聚丙烯原料的

运输、装卸、储存等作业作为二级成本核算对象。负

责完成该项目的一系列作业可按一定原则或者标准

进行合并，成为作业中心。

第二步，作业 中 心 成 本 库 费 用 的 归 集。作 业 成

本库是作业中心发生的资源损耗的货币计量。Ｚ公

司根据作 业 类 型 不 同，划 分 了 运 输、仓 储、采 购、装

卸、信息五个作业中心，将所有作业的成本消耗归入

到对应的作业中 心，形 成 该 作 业 中 心 的 成 本 库。如

仓库过程中产生的检验、包装、整理、储存费用等，要

归入到相应的仓储作业中心。

第三步，明确 成 本 动 因 因 素 和 成 本 动 因 率。成

本动因是指引发并导致成本发生的生产作业活动或

者事项。通常情况 下，成 本 动 因 是 成 本 行 动 产 生 的

动力，对成本产生的金额具有直接而稳定的影响，因

而可以成为成本分配的标准。作为物流公司在使用

作业成本法进行核 算 时，最 重 要 的 问 题 之 一 是 选 择

合适的成本动因 因 素，Ｚ公 司 部 分 作 业 中 心 所 选 择

的成本动因因素如表２。

表２　Ｚ公司部分作业中心与动因因素对照表

作业中心 动因因素

运输作业 路程（公里）

装卸作业 装卸作业量（吨／次）

仓储作业 仓储作业量（吨／小时）

　　成本动因率＝作 业 中 心 成 本 库 费 用／成 本 动 因

量。若Ｚ公 司 当 月 运 输 中 心 作 业 动 因 数（路 程）为

１８００００公里，运输成 本 库 总 成 本 为２７００００元，则 运

输作业成本动因率为２７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５。

第四步，根据成 本 动 因 率 和 动 因 数 计 算 得 到 作

业成本，并进行汇总得到总成本。例如，Ｚ公 司 为 武

汉长城公司提供的 运 输 配 送 服 务，其 运 输 作 业 成 本

＝成本动因数４００００＊成本动因率１．５＝６００００元，

将该项目产生的其 他 作 业 成 本 汇 总，可 以 得 到 该 项

目总成本。

四、结论

综上可知，物流 企 业 采 用 作 业 成 本 法 进 行 成 本

核算与管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明显的优势。一是

作业成本法的核算结果能更准确、客观、真实地反映

产品或者服务成本。二是作业成本法真实而有效地

反映各个 作 业 环 节 中 增 值 作 业 与 非 增 值 作 业 的 情

况，可以帮助企业对 作 业 流 程 与 企 业 价 值 链 进 行 优

化与重组，增加企 业 价 值。三 是 作 业 成 本 法 能 为 成

本管理提供方法和手段，实现“全面成本管理系统”。

四是所有作业成本 均 与 成 本 动 因 具 有 关 联 性，企 业

可以据此分析作业 的 增 值 情 况，从 而 提 高 作 业 效 率

与效益。当然，物流 企 业 应 用 作 业 成 本 法 还 没 有 形

成统一的标准与模 型，企 业 需 要 根 据 自 身 的 实 际 情

况来确定作业成本库、成本动因等，这是今后运用作

业成本法的企业需 要 克 服 的 主 要 困 难，需 要 物 流 企

业和行业协会进一步研究，形成统一的操作标准、应

用模型及应用体系，在 所 有 物 流 企 业 的 成 本 核 算 与

管理工作中逐步推广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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