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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作业成本法的军用产品工序

成本计算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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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军品直接费用所占比例越来越小，间接费用比例越来越大的趋势以及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现状，通过对

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按照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思路，依托企业现有的SAP、ERP、PDM等信息化系统，结合企业生产管

理与数据积累的实际情况，按照成本相关性原则，分析了军品工序成本的内涵和主要影响因素，形成了军品生产成本的资源

动因和作业动因，建立了热处理、表面处理、锻造、铸造和机加/数控等五大工段的工序成本计算模型。经在某型航空发动机

上使用验证，能够直接计算的成本占总成本的70%左右，较原有核算方法只能计算30%产品成本有较大改进。计算结果较

现行成本有所降低，系统级降低约15%，零件级降低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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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军品将逐步向社

会开放，必将面临多种模式的定价、报价问题。民参军企业

涉足军品工序/工件生产的程度不断深入，尤其是锻铸、热

表处理等特种工艺，使得军品企业面临竞争程度加剧，不能

再寄希望盈利产品来抵消或弥补不盈利产品所造成的亏

损，需要加快推进切实有效的产品工序成本标准与计算研

究和管理。同时，随着设备自动化和数控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军品成本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直接费用所占比

例大大减少，间接费用比例越来越大[1]。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在军工制造行业内，产品直接成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

工序/工件外委）占产品总成本的比例已经由原来的约70%

降至现在的约30%，制造费用、期间费用等间接费用的比例

逐渐增大。其中，直接人工成本仅占产品总成本的 5%左

右，间接费用已经达到直接人工成本的4倍之多[2]。

面对间接费用在产品成本中的比重日趋增大，产品品

种的日趋多样化和小批量生产的军品生产现状，继续采用

现行的成本核算方法，用在产品成本中占比越来越小的直

接人工成本去分配占比越来越大的间接费用，分配越来越

多与定额工时不相关的作业费用（如热表处理、锻铸等特种

工艺），必将导致产品成本信息的严重失真，从而引起经营

决策失误、产品成本失控等问题。因此，对于不同加工车

间、不同加工工序实际发生的间接费用，有必要运用合理的

方法进行分析，以不同的分配标准进行分类计算[3]。

现阶段我国军品企业的产品成本核算仍大多采用传统

核算方法[4]。传统成本法将产品成本分为直接材料、直接

人工和制造费用三部分。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可直接归集

至产品成本上，制造费用依据各产品的所需的定额工时分

配到产品成本上。作业成本法也是将产品成本分为直接材

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三部分。与传统成本法不同的是

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它提出制造费用两阶段成本分配思

路。首先根据作业对资源的消耗，将资源成本归集到作业

上；然后再根据产品对作业的消耗，将作业成本归集到产品

上。在这两个分配过程中提出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的概

念。动因的多样化使得制造费用的分配更准确[5]。

作业成本法以“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为理论

基础，将耗用的资源成本准确计入作业（资源动因定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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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然后选择作业动因（工时、装炉/槽量、加工面积、重量

（质量）等），将所有作业成本分配给产品。不仅将间接费用

按照多样化的分配标准合理分配到产品中，而且着眼于作

业，可以区分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从而达到工序自制/

外委优化决策的目的。

国内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开发了很多作业成本的模型。

邓为民进行了作业成本要素进行分析建模，在要素建模的

基础上，建立了多阶段作业成本核算模型，对作业成本核算

模型的完整性和核算算法进行研究[6]。史静研究了基于作

业成本法的产品成本核算方法，并以航天企业为案例，进行

了机械产品作业成本法计算[7]。文洁对作业成本法和传统

成本核算方法进行比较，针对作业成本法在船舶分段制作

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个便于实施和理解的模

型[8]。张振海开发了基于工序优化的产品成本计算模型[9]。

张理靖对ERP环境下工序考核以及报表项目成本计算所涉

及到的核心模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得出工序作业成

本计量模型[10]。潘燕华根据从PDM／CAPP中增量获取的

工艺成本资料，研究零件工艺成本的计算方法[11]。任宇航

通过分析武器装备企业生产成本中制造费用占比例较大的

特点，针对传统数量分配方法不能精确计算制造费用的问

题，提出了基于作业成本法的计算方法[12]。闫彦依据作业

成本法的思想，建立以BOM为主线的成本估算模型[13]。郭

春明建立了作业动因、资源动因、再到作业成本、产品成本

的参数成本估算模型[14]。

通过对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尽管开展了基于作

业成本理论的资源动因分析、作业动因分析和工艺路线优

化等工作，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现有成本核算方体系的

成本计算方法和模型。但资源动因部分没有对不同作业/

工序进行分类分析，并且没有将制造费用中与作业直接相

关的辅助材料、专用设备折旧等成本单独考虑；作业动因部

分同样没有针对不同工作/工序进行分类分析，大多数仍以

定额工时作为作业动因进行制造费用和间接费用的分配

标准。

与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是按照作业成本法的

基本思路，但并不完全遵循其复杂庞大的数据收集量，依托

企业现有的SAP、ERP、PDM等信息化系统，结合企业生产

管理与数据积累的实际情况，按照成本相关性原则，研究出

不同车间/工段应采用的不同的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同

时，将自制件按工序关联专用生产设备，可将专用设备折旧

费从制造费用中筛选出来作为直接性费用进行计算；按工

序工种，将定额工时分解为人工工时和设备工时，以用于不

同成本项目的作业动因和分配标准。成本计算方法和模型

重点军品企业多品种、小批量、废品率高等生产特点，在热

表处理、锻铸件等集体作业工序的作业动因分析方面采用

了不同维度的算法。同时，结合车间财务决算数据的实际

情况，对成本动因进行分析，仅关注主要影响因素，即占比

较大的成本项目。通过本研究，可直接计入的成本比例大

幅提高，并实现与工艺流程、资源管理、设备台账等有效对

接，便于企业实现不同目的的成本测算与管理。

与国内现有的关于产品工序成本的研究相比，本研究

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符合工程实际的企业调研和基础数

据。对国内重点航空企业开展长达两年时间的调研，通过

梳理业务流程，对车间/工段/班组/工序开展了调研，与车间

技术主任、工艺主管等人员座谈，掌握产品类别、加工特点、

工序工种和各工序消耗资源种类。将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

有效关联，以产品全流程的工艺路线为主线，以热处理、表

面处理、锻造、铸造和机加/数控等五大类工段为研究对象，

并细分至工序。通过对企业实际的作业动因和成本动因的

研究，实现工序和成本对象的有效衔接。

1 工序成本内涵与影响因素分析
工序成本，就是加工某道工序所付出的成本。工序成

本又有标准工序成本（计划工序成本）和实际工序成本之

分。标准工序成本对应于标准成本，实际工序成本对应于

实际成本。可见，工序成本是计算标准成本和实际成本的

基础，是连接生产和成本的纽带，是成本分析和控制的最小

单元。工序成本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现场

和制造过程中成本控制的重点和核心。抓住工序成本，就

抓住了生产现场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工序成本充分体现

了目前军品价格改革的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的思

想，而标准工序成本就是实际工序成本控制的依据，也是准

确计算标准成本的基础和前提。

本文选取热处理、表面处理、锻造、铸造和机加/数控等

五大类生产工艺为研究对象，并细分至工序。通过将业务

系统和财务系统的有效衔接，按照生产订单与工艺路线，将

工作中心的信息归集到成本对象上。

作业成本法中的工序成本理念提出制造费用按两阶段

分配思路。首先根据作业对资源的消耗，将资源成本归集

到作业上；然后再根据产品对作业的消耗，将作业成本归集

到产品上。成本动因是作业成本法的核心概念，是构成成

本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是成本与其直接关联的作业和最终

关联的资源之间的中介因素，是工序成本的计算依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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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动因可分为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其中，资源动因是衡

量作业与资源消耗之间关系的计量标准，是将各项资源费

用归集到各个作业的依据，反映的是作业与资源之间的关

系。作业动因是作业发生的原因，是引起产品成本变动的

因素，作业动因计量各种产品对作业耗用的情况，是将不同

作业中归集的成本分配到产品中的依据，也是将资源消耗

与最终产品产出沟通的中介。

通过对部分航空制造企业的热处理、表面处理、锻造、

铸造和机加/数控等车间进行的现场调研，结合对车间级财

务决算数据的分析，对各成本项目进行定量分析。按各项

成本占车间成本的比例，形成上述五大类生产工艺的成本

影响因素，即资源动因。

（1）表面处理：直接人工、电镀生产线折旧、电镀生产线

耗电、除氢/去氢设备折旧、除氢/去氢设备耗电、辅助材料、

加热蒸汽、普通水、离子水、有害物质处理。

（2）热处理：直接人工、专用设备折旧、专用设备耗电、

镀铜/去铜生产线折旧、镀铜/去铜生产线耗电、辅助材料、天

然气。

（3）锻造：原材料、直接人工、专用设备折旧、专用设备

耗电、天然气、专用工装（模锻件）、废品损失。

（4）铸造：原材料、直接人工、专用设备折旧、专用设备

耗电、辅助材料、切铣冒口、专用工装、坩埚、废品损失。

（5）机加/数控：原材料、直接人工、专用设备折旧、专用

设备耗电、辅助材料、专用工装。

通过对军品企业的调研，并参考机械加工行业相关标

准、报价方法和计价准则等，初步确定主要工段的作业动

因，以用于分摊间接成本。理论上，表面处理的成本动因是

加工面积；热处理、锻造、铸造的成本动因是零件重量。但

军工企业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以及按生产订单管理的模

式，使得热表处理、锻铸等承担工序车间没有相关物理参数

的积累。同时，考虑工序成本标准计算中涉及车间财务数

据，需要参考各车间投产计划和零件投产数量等数据，只能

考虑作业动因与资源消耗的正相关性，表面处理采用“理论

装槽量”、热处理采用“理论装炉量”、锻铸件采用“投产重

量”、机加件采用“定额工时”作为作业动因。

2 工序成本计算模型研究

2.1 工序成本建模流程

工序成本模型的建立要结合各工序的工艺特殊性，将

成本结转和费用归集做到准确。在传统工序成本估算方法

的基础上，将成本会计学理论和企业资源计划理论应用于

成本估算，提出工序成本计算模型。之所以称为计算，是因

图1 研究流程图

Fig.1 Research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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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所依据的基础数据均为企业实际数据。

工序成本计算是对产品或零部件在制造工艺过程中所

有相关耗费的货币化衡量的计算。由于各个企业生产的产

品及零部件多种多样，所具备的制造资源和采用的生产技

术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同企业有各自不同的工艺流程。将

工艺规划中工艺流程所预计发生的各种费用计入工序成本

的过程，从客观的角度看，直接反映着实际工艺过程将要发

生的各种耗费的情况。

工序成本计算模型的建立流程如图 2 所示，可概括

如下：

以（1）车间/工序成本标准；（2）BOM搭建；（3）件号成

本计算为整体框架。

通过收集各车间财务决算数、车间商品工时、辅助材料

费、废品损失费、专用工装费、外部加工费、制造费用、期间

费用、设备台账、设备运行时间等数据，建立工序成本标准

模型。

在现有BOM基础上，关联原材料定额与价格、外购成

品件价格、外购锻铸件价格、工艺路线、专用设备，实现适用

于成本计算的BOM结构搭建。

根据工艺过程卡片、工序卡片、工时定额、材料定额，确

定零件：(1) 加工、调整、检验工人技术等级；(2) 单件时间、

基本时间、辅助时间定额；(3) 本件原材料定额；(4) 加工本

件所采用的设备、夹具、刀具、量具等；(5) 设备、工艺装备

折旧及技术参数。同时，按照工序工种，将定额工时进行初

步细化分解为人工工时和设备工时。在计算各类成本项目

时，与人相关的直接人工费应以人工工时为作业动因，即目

前各企业中的定额工时。而与设备相关的设备折旧费、设

备耗电费等应以设备工时为作业动因。

2.2 工序成本计算模型的建立

2.2.1工时改进法

与现行财务核算体系相比，做了以下改进：

(1) 按工序工种，将定额工时分解为人工工时和设备

工时，用于不同资源动因的计算和分配。

(2) 件号/工序关联专用设备，设备折旧与耗电按专

用/通用设备分类计算。

(3) 设备折旧按原值、净值、日历时间、运行时间组合

计算。

(4) 基础数据可按年度收集更新，费用标准和产品成

本可按车间（分厂）、年度计算。工时改进法计算模型

见表1。

2.2.2 表面处理专用方法

首先是计算电镀工序各项成本标准，即“元/槽”。计算

件号对应电镀工序的成本时，按成本标准÷最有可能装槽

量。表面处理专用方法方法计算模型见表2。

涉及电镀工序时，可实现工时改进法和电镀专用方法

计算结果对比。

图2 工序成本计算建模整体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process cost computing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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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产品标准成本基础结构

Fig.3 Product standard cost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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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BOM基础上，关联原材料定额与价格、

外购件价格、工艺路线、专用设备、定额工时库

（分解为设备工时和人工工时）

单件成本=外购原材料成本+购成品件成本+自制

锻件原材料成本+自制铸件原材料+自制件工序

成本+自制件废品损失成本+工序外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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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热处理专用方法

首先是计算热处理工序各项成本标准，即“元/炉”。计

算件号对应热处理工序的成本时，按成本标准÷最有可能装

炉量。热处理专用方法计算模型见表2。

涉及热处理工序时，可实现工时改进法和热处理专用

方法计算结果对比。

表1 工时改进法计算模型

Table 1 Model of man-hour improvement method

成本项目

直接人工成本

专用设备折旧成本

专用设备用电成本

剩余燃动成本

专用工装成本

辅助材料成本

专用成本

检验试验成本

剩余制造成本

财务成本

管理成本

件号成本计算

人工工时×直接人工费率

设备工时×专用设备折旧费率

设备工时×设备额定功率×专用设备用电费率

定额工时×剩余燃动费率

定额工时×工装费率

定额工时×辅助材料费率

定额工时×专用费率

定额工时×检验试验费率

定额工时×剩余制造费率

定额工时×财务费率

定额工时×管理费率

费率计算

直接人工费率=直接人工费用÷商品工时

方法1（原值、运行时间）：设备原值÷使用年限÷设备每月运行天数÷设备每天运行时间

方法2（净值、运行时间）：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设备每月运行天数÷设备每天运行时间

方法3（原值、日历时间）：设备原值÷使用年限÷日历天数÷日历天数

方法4（净值、日历时间）：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日历天数÷日历天数

专用设备用电费率=电费÷Σ（所有设备）（12×设备每月运行天数×设备每天运行时间×额定功率）

剩余燃动费率=（燃料动力费用-电费）÷商品工时

方法1（实际发生额）：工装发生额费率=机型专用工装发生额÷机型商品工时

方法2（工装定额）：单价÷单件定额

辅助材料费率=辅助材料费用÷商品工时

专用费率=专用费用÷商品工时

检验试验费率=检验试验费÷企业总工时

剩余制造费率=（制造费用-工业窑炉折旧费-机械设备折旧费-辅助材料费用）÷商品工时

财务费率=财务费用÷企业总工时

管理费率=管理费用÷企业总工时

表2 表面处理专用方法计算模型

Table 2 Model of special method for surface treatment

成本项目

直接人工成本

加热蒸汽成本

普通水成本

离子水成本

辅助材料成本

有害物质

处理成本

电镀生产线

折旧成本

电镀生产线

耗电成本

热处理专用设

备折旧成本

热处理专用设

备耗电成本

剩余制造成本

财务成本

管理成本

费率计算

直接人工费用÷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人工定额工时）×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人工定额工时

汽费÷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蒸汽加热的槽数和×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蒸汽加热的估算工艺时间之和）×某工序使

用生产线槽数其中蒸汽加热的槽数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蒸汽加热的估算工艺时间之和

普通水费÷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使用普通水的槽数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使用普通水的槽数和

离子水费÷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使用离子水的槽数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使用离子水的槽数和

电镀辅助材料费用÷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

有害物质处理费用×电镀工区比例÷Σ（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使用生产线槽数总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总和

方法1（按净值折旧）：Σ（所有电镀设备）（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2）÷Σ（所有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总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总

和÷某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

方法2（按原值折旧）：Σ（所有电镀设备）（设备原值÷使用年限×12）÷Σ（所有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总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总和÷某工序年度最

有可能生产槽次数

电镀工房电费÷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电加热的槽数和×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电加热的估算工艺时间之和）×某工

序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电加热的槽数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电加热的估算工艺时间之和

方法1（按净值折旧）=Σ（所有热处理设备）（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2）÷Σ（所有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炉数）

方法2（按原值折旧）=Σ（所有热处理设备）（设备原值÷使用年限×12）÷Σ（所有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炉数）

热处理工房电费÷Σ（所有设备）（额定功率×设备每天运行时间×设备每月运行天数×12）×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设备定额工时×某工序设

备额定功率÷某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炉数

（制造费用-工业窑炉折旧费-机械设备折旧费-辅助材料费用）÷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定额工时）×某工

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定额工时

财务费用÷企业总工时×电镀商品工时÷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定额工时）×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

理论定额工时

管理费用÷企业总工时×电镀商品工时÷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定额工时）×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

理论定额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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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热处理专用方法计算模型

Table 3 Model of special method for heat treatment

成本项目

直接人工

成本

天然气成本

辅助材料

成本

热处理专用设备

折旧

成本

热处理专用设备

耗电

成本

电镀生产线折旧

成本

电镀生产线耗电

成本

剩余制造

成本

财务成本

管理成本

费率计算

直接人工费用÷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炉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人工工时）×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人工定额工时

天然气费÷Σ（产生废气的工序）（最有可能生产炉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设备工时）×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设备工时

热处理辅助材料费用÷Σ（所有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炉数）

方法1（按净值折旧）：Σ（所有热处理设备）（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2）÷Σ（所有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炉数）

方法2（按原值折旧）：Σ（所有热处理设备）（设备原值÷使用年限×12）÷Σ（所有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炉数）

热处理工房电费÷Σ（所有设备）（额定功率×设备每天运行时间×设备每月运行天数×12）×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设备定额工时×某工序

设备额定功率÷某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炉数

方法1（按净值折旧）=Σ（所有电镀设备）（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2）÷Σ（所有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总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总

和÷某工序年度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

电镀工房电费÷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电加热的槽数和×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电加热的估算工艺时间之和）×某
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电加热的槽数和×某工序使用生产线槽数其中电加热的估算工艺时间之和

（制造费用-工业窑炉折旧费-机械设备折旧费-辅助材料费用）÷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炉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人工定额工时）×
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人工定额工时

财务费用÷企业总工时×热处理商品工时÷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定额工时）×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

工序理论定额工时

管理费用÷企业总工时×热处理商品工时÷Σ（所有工序）（最有可能生产槽次数×按工序名估算每个工序理论定额工时）×某工序按工序名估算每个

工序理论定额工时

表4 锻件专用方法计算模型

Table 4 Model of special method for heat forgings

成本项目

直接人工

成本

专用设备

折旧成本

设备用电

成本

天然气成本

剩余燃动

成本

专用工装

成本

（模锻件）

辅助材料

成本

专用成本

检验试验

成本

剩余制造

成本

财务成本

管理成本

件号成本计算

直接人工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设备折旧费÷Σ（所有机型）

（零件投产重量）×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设备用电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天然气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剩余燃动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工装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辅助材料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专用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检验试验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剩余制造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财务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管理费率×零件重量×锻造次数×难度系数

费率计算

直接人工费用÷商品工时÷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零件投产重量=零件重量×投产数量零件重量=锻料重量÷一个毛料可加工锻件数÷一个锻件可加工零

件数

方法1（原值、运行时间）：设备原值÷使用年限÷设备每月运行天数÷设备每天运行时间

方法2（净值、运行时间）：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设备每月运行天数÷设备每天运行时间

方法3（原值、日历时间）：设备原值÷使用年限÷日历天数÷日历时数

方法4（净值、日历时间）：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日历天数÷日历时数

电费÷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天然气费÷Σ（所有黑色金属类零件）（零件投产重量）

（燃料动力费用-电费-天然气费）÷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方法1（实际发生额）：专用工装发生额÷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方法2（消耗性工装定额）：单价÷单件定额

辅助材料费用÷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专用费用÷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检验试验费÷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制造费用-工业窑炉折旧费-机械设备折旧费-辅助材料费用）÷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财务费用÷企业总工时×锻造商品工时÷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管理费用÷企业总工时×锻造商品工时÷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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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锻件专用方法

首先是计算模锻/自由锻工序各项成本标准，即“元/千

克”。计算件号对应锻造工序的成本时，按成本标准×锻料

重量。锻件专用方法计算模型见表4。

涉及锻造工序时，可实现工时改进法和锻件专用方法

计算结果对比。

2.2.5 铸件专用方法

首先是计算砂型铸造/金属型铸造/熔模铸造工序各项成

本标准，即“元/千克”。计算件号对应铸造工序的成本时，按成

本标准×锻料重量。铸件专用方法计算模型见表5。

涉及锻造工序时，可实现工时改进法和铸件专用方法

计算结果对比。

3 结论

本文分析了军品工序成本的内涵和主要影响因素，根

据数据分析和企业调研，形成了军品生产成本的资源动因

和作业动因，建立了热处理、表面处理、锻造、铸造和机加/

数控等五大工段的工序成本计算模型。

经在某型航空发动机上使用验证，能够直接计算的成

本占总成本的70%左右，较原有核算方法只能计算30%产

品成本有较大改进。计算结果较现行成本有所降低，系统

级降低约15%，零件级降低约20%。

4 未来研究设想

工序成本核算工作在我国企业中正在逐步开展起来，

仍需在实用化、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等方面做进一步研

究，并建立起相关的理论体系。同时，用目标工序成本指导

产品设计与工艺规划，也是未来工序成本研究的重点。而

上述研究重点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开展产品工序工时定

额、成本标准等基础数据合理化和标准化工作。一方面，要

表5 铸件专用方法计算模型

Table 5 Model of special method for heat castings

成本项目

直接人工

成本

专用设备折旧

成本

设备用电

成本

剩余燃动

成本

专用工装

成本

辅助材料

成本

专用

成本

坩埚

成本

检验试验

成本

剩余制造

成本

切、铣冒口外委成本

财务成本

管理成本

件号成本计算

直接人工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设备折旧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设备用电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剩余燃动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工装费率×零件重量

×难度系数

辅助材料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专用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坩埚采购单价÷坩埚使用寿命÷投产数量÷投产批数

检验试验费率×零件重量×X光检验使用胶片数

量×难度系数

剩余制造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直接对应到件号

财务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管理费率×零件重量×难度系数

费率计算

直接人工费用÷Σ（所有机型砂铸件）（零件投产重量）零件投产重量=零件重

量×投产数量零件重量=配料重量

方法1（按净值折旧）：Σ（所有设备）（设备净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12）÷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方法2（按原值折旧）：Σ（所有设备）（设备原值÷使用年限×12）÷Σ（所有机型）

（零件投产重量）

设备用电费率=电费÷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剩余燃动费率=（燃料动力费用-电费）÷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方法1（实际发生额）：专用工装发生额÷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方法2（消耗性工装定额）：单价÷单件定额

辅助材料费率=辅助材料费用÷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专用费率=专用费用÷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检验试验费率=检验试验费÷Σ（所有机型）（X光检验使用胶片数量×零件投

产重量）

剩余制造费率=（制造费用-工业窑炉折旧费

-机械设备折旧费-辅助材料费用）÷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财务费率=财务费用÷企业总工时×商品工时÷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管理费率=管理费用÷企业总工时×商品工时÷Σ（所有机型）（零件投产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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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标准基础数据库，涉及的财务、价格、工艺、车间等各部

门的基础数据，由相关部门共同制订，并应在每年期末，根

据本年度统计数据和下一年度计划进行适当修订，作为下

一年度的依据标准。另一方面，劳动定额是企业内部进行

成本控制，评价经济效益的重要依据，定额做得准确，才能

掌握产品的真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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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ilitary Product Process Cost Model Based on Activity-Based
C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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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re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 of military products is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lti-variety and small-batch production of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in China, and according to the basic idea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relying on exis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such as SAP, ERP, PDM, and combining with enterpris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data accum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st correlation, the

connotation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ocess cost of military products were analyzed, the resource and

operation motivation of the production cost of military products were formed, and the process cost calculation models

of five sections, including heat treatment, surface treatment, forging, casting and machine / numerical control, were

established. The cost that can be calculated directly accounted for about 70% of the total cost, which has been

verifi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 certain aeroengine.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accounting method which can only

calculate 30% of the product cost, i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lower than the current

cost, the system level is reduced by about 15%, and the part level is reduced by about 20%.

Key Words: activity-based costing; military products; process cost; model; research

Received: 2018-11-13； Revised: 2018-11-22； Accepted: 2018-12-05

*Corresponding author.Tel. :18910406659 E-mail: zhanghaitao_adr@163.com

65


	基于作业成本法的军用产品工序成本计算模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