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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物流成本管理中传统分析核算方法的基础上 ,引入一种适用于现代物流的新的分析

核算方法———活动成本法 ,并阐明了物流企业采用这种方法的实质和意义 ,最后对企业如何利用活

动成本法来提高物流成本管理水平 ,降低物流成本 ,提出了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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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 zes the sho rtcomings of t radi tional co st analy zing and calculat ing

method in logistic co st management and put fo rw ard a new method—Activity-Based Cost

analyzing method(ABC). Then i t explains th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adopting this method.

At last the autho r gives his opinion on how to use ABC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ogistic co st

management and reduce the co st of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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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是指物品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实体流动过

程。根据实际需要 ,将运输 、储存 、装卸 、搬运 、包装 、

流通加工 、配送 、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现有机结

合。物流学的产生就是以解决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矛

盾———流通成本上升而开始的 。物流作为“第三利

润”源泉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20世纪 60年代 ,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 杜克拉就预言 ,物流业是每个

国家经济增长的“黑大陆” ,是“降低成本的最后边

界” ,是降低资源消耗 、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

利润源” ,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因此 ,为了

使物流活动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企业的另一个重要的

利润源泉 ,就需要进行物流成本的管理工作。物流

成本管理并不仅仅是对物流成本的管理 ,而是通过

物流成本来管理物流 。物流成本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就是要对企业的物流成本进行合理地界定 ,合理地

分析并进行正确地核算 。本文将对传统的物流成本

分析法和活动成本分析法比较的基础上阐述活动成

本法在现代物流中的应用。

一 、传统物流成本分析法的缺陷

现代物流成本是从原材料供应开始一直囊括到

将商品送达到消费者手上所发生的全部物流费用。

然而 ,传统上的核算方法得到的物流成本总是被分

解的支离破碎 、难辨虚实 ,由此形成了“物流成本冰

山说” 。传统会计成本分析方法的缺陷归纳起来有

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企业的两个主要的财务报告是资产负

债表和损益表 ,物流功能则是这两种报表的综合部

分 。然而 ,这种传统的成本分析方法不能揭示出产

出量与间接费用之间的关系 ,使产品计算结果失真 ,



因此 ,不能满足企业领导层在进行物流产品(服务)

定价 、自营与外包 、生产批量等决策的需要。

(2)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是按照不同的职能部

门进行各自核算的。因此 ,有的物流费用因为没有

明确的责任划分 ,不是被多个部门重复核算 ,就是在

核算的过程中被遗漏掉。这样算得的物流成本显然

是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物流费用的 ,甚至是错误的 。

(3)传统会计核算方法所得到的物流成本只反

映了企业对外支付的内容 ,比如向企业外部支付的

运输费用和租借仓库的费用等 ,而对于企业内部的

物流费用则被混杂在了企业的其他管理费用中 ,从

而也就无法看到物流成本的全貌。

(4)传统会计成本分析法的另一个缺陷在于没

能特别指明和分配库存成本。这种缺陷表现在:1)

没有确认和分配有关库存维持的全部成本 ,比如保

险和税收 ,从而导致库存成本的低估或不清 。2)对

于投入到原料 、工艺过程 、成品库存的资产的财务分

担 ,并未从企业发生的其他形式的资产费用中被确

认 、测量和分离 。

总之 ,对传统的会计成本分析方法需做若干修

正 ,以便以活动为基础来分析物流成本。尤其是物

流中两项较大的单项费用:运输费用和库存费用 ,在

传统的成本报告中是不清晰的 。虽然一些企业也开

始逐渐地用物流活动来分析物流成本 ,但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对活动成本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却

不是十分透彻。

二 、活动成本分析法的概念及其先进性

1. 活动成本分析法的概念

活动成本法以产品消耗活动 ,活动消耗资源并

导致成本的发生为理论基础 ,从而把成本核算深入

到作业层次。活动成本法中的“活动”是指在生产产

品或提供劳务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作业活动 、操作环

节 、加工工序等;也指企业为提供一定的产品或劳务

所发生的 ,以资源为重要特征的各项业务活动的统

称。活动成本法可以为物流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

提供准确 、及时的有关活动 、活动量 、活动对象的信

息 ,从而可以用活动成本法所提供的信息来改善企

业物流链成本管理过程。

2. 活动成本分析法的特点及其先进性

活动成本法的实施是基于库珀和卡普兰教授于

1987年提出的“成本动因”(co st driver)理论。该理

论认为活动是一个组织内消耗资源的某种活动或事

项。因此 ,在物流企业组织中应用活动成本法 ,并进

行物流成本管理时应通过成本动因来确认和计量活

动量。活动成本法的基本特点则是在该理论的基础

之上进行成本分摊和成本分析。

活动成本法与传统的成本分析法有本质的不

同 。它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1)它不再局限于传统

成本分析法所采用的单一分配基准 ,而是采用多元

分配基准 ,且集财务变量与非财务变量于一体 ,从而

提高了与产品实际消耗资源的相关性 ,能够为企业

提供相对准确的产品成本信息。2)它强调成本的功

能性和结构性 ,体现了现代物流成本管理的新思想 ,

诸如:成本效益理念 、成本节省和成本避免 。3)这种

方法不是就成本论成本 ,它是以成本动因为基础来

分析成本 ,这样有利于通过挖掘成本动因来分析企

业的物流活动是否有价值 ,可以促进企业改进产品

设计 ,进行流程再造 ,尽可能的降低资源消耗。因

此 ,活动成本分析法对于正确分析作业成本 、核算产

品成本 、进行资本支出评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 、活动成本法的基本原理与步骤

活动成本法的理论基础是成本动因理论。成本

之所以存在 ,是由于隐藏在成本背后的一种推动力 ,

即成本动因 。企业的直接成本是与产量相挂钩的 ,

是易于计算的;而间接成本则与产量无关 ,只与形成

它的成本动因有关 。企业利用活动成本法进行物流

成本的分析与核算的机理是:在产品 、活动和成本三

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之上 ,通过资本动因的分析 ,将这

些资源消耗分摊在某一个具体的物流活动上来 ,形

成了活动成本;再对活动成本进行成本动因分析和

成本分摊 ,将活动成本追加到具体的产品或劳务上

来 ,最终形成产品的成本。

一般来讲 ,利用活动成本法来进行物流成本的

分析与核算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见图 1)。

图 1　活动成本法原理

1. 第一阶段

以活动为基础确认物流成本动因 。要想将成本

能够合理地分摊到物流的各项增值活动上 ,首先就

需要在活动的基础上来确认物流成本动因 。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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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动因时 ,应该遵循两个原则:1)所确立的成本动

因最好能从现有的资料中直接分辨出来 ,成本动因

应简单明了。2)应选择具有代表性和重要影响的成

本动因。

2. 第二阶段

将间接成本按照资源动因分配 、累计进入活动

成本池 ,劳动力成本或设备成本合并后进入活动成

本池 。而直接成本累计后不经任何中间步骤直接进

入活动成本池。

3. 第三阶段

把活动成本通过成本动因映射到成本的目标

值 ,表明各项活动对总成本的贡献 。

活动成本分配率的计算公式为:

某项活动成本分配率= 该项活动成本总额
该项活动成本动因量化总和

某产品应承担的某项活动成本分配额计算公

式为:

某项活动成本分配额=该项产品消耗某活动量总和

×该项活动成本分配率

四 、实施活动成本法的必要性和意义

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在对成本分析时 ,将间接

成本按照相同的基准进行分配 ,这样就造成了消费

者在企业成本分摊中的不公平性 ,其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没有进行成本动因分析。在此基础之上 ,中

国企业在物流成本管理中采用活动成本法的必要性

就十分明显了。对于传统的成本法在企业的物流成

本分析与核算中的不准确程度 ,笔者将在下述案例

中加以具体分析 ,同时也就体现了活动成本法的必

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某地一家客运集团的快件速递中心为客户提供

信息查询和账单打印服务 。其服务对象主要有居民

户和大型客户(主要为大型工商企业)。现有居民客

户 30 000个 ,大型客户 12 000个。维持该项服务的

各项成本见表 1。

表 1　成本项目表

资源
管理人员

(个)
工作人员

(个)
通讯费

(元)
占地

(亩)
开单费用

(元)
总计

(元)

费用 37 000 285 000 62300 47000 245000 676 300

　注:开单费用包括打印机 、纸张和墨等费用。

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忽略了客户和大型客户之

间服务的差别性 ,在成本的分摊上采用相同的基准 ,

造成了成本核算的扭曲。假定已知在总共的 30 000

个帐户查询中有 25 000 个是居民客户 , 5 000 个是

大型客户。那么居民客户就承担了 676 300 ×

25000 /30 000=563 583元的费用 ,大型客户承担了

112 717元费用 。分摊到单个居民客户的成本是

563 583 /30 000 = 18. 8 元 , 单 个 大 型 客 户 是

112 717 /12 000=9. 4元 。然而 ,在实际情况下大型

客户所占用的成本远远高于居民客户 ,传统的算法

就将大型客户所占用的成本中的一部分分摊到了居

民客户身上 ,形成了居民客户所分摊的成本远远高

于实际所花费的成本。

下面用活动成本法来对上述问题进行重新核算。

将整个服务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的活动:帐户开

单 、信息查询 、通信和账单审核。在进行核算之前企

业应当搜集关于以上活动的各项数据 ,应用数学方法

和最佳的估计求出成本动因的分配率。上述问题的

成本动因 、成本动因量 、分配率等如表2所示。

表 2　各项活动成本 、成本动因 、成本

动因量及分配率表

活动 帐户开单 信息查询 通信 帐单审核

成本(元) 311347 306 945 41 984 60960

成本动因 帐单行数 人工小时数 信息条数 帐户个数

成本动因量 3 620 310 4500 3 200 12000

分配率 0. 086 68. 21 13. 12 5. 08

　　根据表 2所示各项数据 ,对居民帐户和大型客

户分别进行成本核算 ,并求出单个客户所分摊的成

本数。计算过程见表 3。

表 3　活动成本核算法计算示例

活动 分配率
居民客户 大型客户

成本动因量 成本(元) 成本动因量 成本(元)

帐户开单(行) 0. 086 714 010 61 404. 86 2 906 300 249 941. 8

信息查询(小时) 68. 21 2 800 190 988 1 700 115957

通信(条) 13. 12 1 832 24 035. 84 1 368 17 948 016

帐单审核(个) 5. 08 0 0 12 000 60 960

总成本(元) 276 428. 7 444 806. 96

帐户个数 30 000 12000

单个帐户

成本(元)

传统计算方法 18. 8 9. 4

活动成本法 9. 21 37. 07

　　由以上案例能够直观地发现活动成本法与传统

的成本核算方法之间的区别 。活动成本法的应用有

助于克服物流成本传统计算方法中间接成本分摊困

难的缺点 ,它通过对物流过程中的各项活动及其成

本动因的分析 ,利用不同的核算基准 ,可以对间接成

本进行合理地分摊 。同时 ,活动成本法的应用还能

使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的价值链进行重新设计 ,消

除或减少非增值性活动 ,改进增值性活动 。在活动

(下转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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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为辅 ,立法层次低 。其结果造成科技税收

政策缺乏系统性 、连续性 ,政策取向不明确。如现行

科技税收政策只对盈利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不能体

现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意图;以区域优惠为主而非

行业优惠 ,其实质效果是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不

是全国科技整体水平的提高等 。法制性税收优惠是

政府政策目标的风向标 ,通过法律法规制定优惠政

策 ,表明一个国家政府实行相应政策的严肃性 ,也增

强了本身的刚性 ,有利于实现政策目标。建议尽快

制定《科技税收优惠法》等相关法律 ,以法律法规的

形式明确中国科技税收的激励方向 。

(二)建立以税收鼓励为主体的科技税收体系

影响企业科技投资的因素主要有投资成本和投

资收益 ,科技税收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尽量降低企业

科技投资成本 ,提高投资收益 。目前以税收优惠为

主体的科技税收体系侧重于事后优惠 ,提高企业科

技投资受益。如果企业科技研究和开发失败 ,就享

受不到这种优惠 ,这种优惠措施对非盈利企业存在

税收歧视 。而税收鼓励则侧重事前优惠 ,只要企业

从事了技术创新活动 ,即便没有取得收益 ,就可享受

一定税收优惠。税收鼓励体现了征税的公平性 ,使

企业直接感受到税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引导

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投入 ,促进经济的创新发展。

(三)税收优惠环节逐步向 R&D活动倾斜

现行科技税收优惠环节主要集中在 R&D成果

应用领域 ,对企业的 R&D过程缺乏足够的优惠措

施。这种政策取向有悖于国家科技税收政策的目

标。R&D活动与 R&D成果应用最大的区别在于

它们的外部性不同 , R&D活动的外部性要大于后

者。R&D活动是科技活动存在“市场失灵”的主要

领域 ,也是国家科技税收重点扶持的领域 。中国还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如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技术应

用上 ,省掉 R&D的研究过程 ,较多的经费用于技术

开发 ,通过引进 、消化和改造 ,虽然可以有效地发展

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 ,加快产生技术进步 ,迅速实现

技术现代化 ,但这种科技发展战略的缺点 ,也十分明

显 ,这种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后劲 ,会导致‘创造力的

贫困’ 。为此 ,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税改中 ,税收优惠

环节逐步向 R&D 活动倾斜 ,对企业 R&D 投资给

予更多的税收减免 ,对试验研究用机械设备允许加

速折旧等措施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促进中国科技创

新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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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的基础上 ,通过活动间的相互关系和整体作

业流程 ,进行业务流程的重组 ,最终达到降低物流成

本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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