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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据作业成本法 (ABC)与业务流程再造 (BPR)都基于“活动 ”这一内在联系 ,将 ABC法引入 BPR

中 ,建立了流程成本计算模型 ;并以具体事例进行了业务流程成本的计算。同时 ,探讨了 ABC法如何为 BPR

实施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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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流程再造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是基于对企业作业 (活

动 )的分析 ,通过对业务流程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和彻底改造 ,以求获得企业各项

绩效评价指标的巨大提高。而 20世纪末在会计界兴起的作业成本法 ( activity2
based costing , ABC) ,即是以活动 (作业 )为成本核算对象 ,以“产品消耗作业、作

业消耗资源 ”[ 1 ]为根本理念核算产品成本。ABC法因其精确成本信息、改善经

营过程、为资源决策和产品定价及组合决策提供完善信息方面受到广泛关注。

因此 ,基于作业 (活动 )这一共同对象 ,本文力求使作业成本法成为业务流程再

造的重要研究内容和运用工具之一。

一、基于作业成本思想的业务流程成本计算的基本原理

企业业务流程 (在此仅考虑企业的经营流程 )由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活动

(即作业 )组成 ,依据作业成本法计算原理 ,可以通过对所有作业进行追踪反馈 ,

计算每种作业所发生的成本 ,然后以业务流程对这些作业的消耗为基础 ,就可以

循着业务流程的逻辑关系轨迹将成本追溯至某项具体的业务流程 ,即“流程消

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 ”(图 1)。

但在传统的劳动分工指引下 ,现行企业的组织结构仍按功能进行划分 ,各职

能部门将一个流程分为若干小段。企业的资源并不完全由某个作业消耗 ,有的

资源只支持一个作业而有的资源则支持多个作业 ;同样 ,某作业也并不仅完全服

务于某企业流程 ,而是有的作业完全服务于一个企业流程而有的作业则服务于

多个企业业务流程。因而在运用作业成本法计算企业流程成本时 ,辨别资源动

因和作业动因相当重要。因此 ,业务流程成本计算分为两步 :一为归集成本 ;二

为分配、计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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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业务流程图

第一步归集成本 ,按照“流程消耗作业、作业消

耗资源 ”的理念 ,区分各种成本动因 (导致成本发生

的因素 )。首先确认引起流程成本的主要作业 ,并确

定作业动因 (如工时、次数等 ) ;再收集与作业消耗相

关的资源项目 ,并分析资源动因 (如单据张数、人数

等 ) ;最后 ,将属于同一动因的成本放入成本归集表。

第二步计算、分配成本 ,主要是根据资源动因、

作业动因 ,计算得出一系列成本动因基础的比率 ,将

归集的成本分配到流程中。

二、基于作业成本思想的业务流程成本模型的

建立

(一 )作业成本模型

假设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由 m 个企业流程构成 ,

共消耗 h类企业资源 ,共完成 n种作业 ,且设 :

Z = ( Z1 , Z2 , . . . , Zk ) T 表示各类资源各自的总

费用 ;

Y = ( Y1 , Y2 , . . . , Yk ) T 表示各资源以自己的资源

动因为度量的资源量 ;

C = ( C1 , C2 , . . . , Cm ) T 表示各条业务流程各自

的成本 ;

X = (X1 , X2 , . . . , Xn ) T 表示各作业以自己的作

业动因为度量的作业量 ;

CA = (CA1 , CA2 , . . . , CAn ) T 表示各作业各自的

总费用。

又设 Yjh表示作业 j消耗的资源 h的数量 ,则作

业 j消耗资源 h的费用为 : Z jh = Zh ·Yjh / Yh ,其中 ,资

源动因率 Rh = Zh / Yh ,于是作业 j的总费用为 :

CA j = 6
k

h = 1
Z jh = 6

k

h = 1
[ Yjh ×Rh ]

(二 )流程成本模型

按照成本性态分析 ,各作业对应的总费用分为

固定与变动两部分 ,其中固定部分是在一定时期内

不随成本动因量的增减而变动的费用 ,如工资和折

旧等 ;变动部分是随着成本动因量的增减而变动的

费用 ,如办公费和修理费等。即无论按什么方式导

出作业总成本表达式 ,它们最后均可写成 :

CA j = CFj + Kj ·X j ,其中 CFj 为固定部分 , Kj 为

作业变动成本费用率。

又设 X ij表示企业流程 i消耗的作业 j的数量 ,则

企业流程 i在作业 j上发生的费用为 : CA ij = CA j ·

X ij /X j ,其中 ,作业动因率 D j = CA j /X j ,于是企业流程 i

的总作业成本为 :

Ci = 6
n

j = 1
CA ij = 6

n

j = 1
[ X ij ×D j ] = 6

n

j = 1
[ ( CFj + Kj ×X j )

X ij. X j ]

三、业务流程成本的计算

我们以 L公司的采购流程为范例 ,具体说明采

购业务流程成本的计算过程。因费用的固定性和变

动性都是相对的 ,因而为简化起见 ,在以下进行实例

计算时不考虑费用固定性和变动性。

我们将采购业务流程成本的计算过程分解为五

个步骤 :一是确定采购业务流程的投入与产出 ;二是

确认采购业务流程所包含的作业 ,每项作业所包含

的任务 ;三是归集与采购业务流程有关的各部门资

源费用集合 ;四是分析各资源费用项目的资源动因 ,

收集各资源动因数量 ,依据资源动因数量将各资源

费用追踪到各作业成本库 ;五是分析各作业成本库

的作业动因 ,收集各作业动因数量 ,根据作业动因数

量将作业成本库成本分配到各业务流程。

(一 )业务流程中的作业分析

运用 BPR中流程分析方法 ,画出 L公司的采购

流程 (图 2)。流程图中的五项作业就是此采购流程

图 2　L公司采购流程

所消耗的主要作业。通过分析采购流程中的这五个

作业可知 ,其中供应商选择、采购计划、采购执行、采

购账务处理等四个作业直接服务于采购业务流程 ,

不必进行分配 ,只有物料处理作业还要为其他流程

所运用 ,因而需要分摊到各流程中。对 L公司整个

内部经营流程进行审视 ,发现除采购业务流程外 ,还

有产品储运、物料领用、市场营销等 3个业务流程均

涉及物料处理作业 ,因而物料处理作业库的成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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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采购、产品储运、物料领用、市场营销四个业务

流程承担。因为 L 公司的物料处理作业虽运用了

EPR系统 ,但仍沿袭传统物料单据作为记账的依据 ,

在不同的业务流程中采用了不同物料单据。可以清

楚地了解到在各流程中与物料处理作业相关的单

据。例如采购流程使用《材料入库单 》、产品储运流

程采用《产品入库单 》、物料领用流程采用《领料

单 》、市场营销流程采用《产品出库单 》,所以物料处

理作业的作业动因可确定为料单的数量。

依据对 L公司 2002年 2月仓储中心物料单据

的调查 ,可统计得到仓储中心当月共处理料单 9 053

份 ,其中《产品入库单 》1 380份 ,《材料入库单 》2 894

份 ,《领料单 》3 882份 ,《产品出库单 》897份。由此

可得到 ,采购业务流程中的物料处理作业的作业动

因率 D14 = 2 894 /9 053 = 32%。

(二 )资源动因计算

其次是分析各资源费用项目的资源动因 ,计算

资源动因率 ,分配成本。那么 ,根据成本动因归集与

采购业务流程有关的各部门资源费用 ,表 1是 L公

司业务流程中作业所涉及的计划部、物资部、仓储

部、质检部和财务部五个部门发生的成本费用。

表 1 L公司采购流程的成本归集表 2002年 2月

财务部 物资部 仓储部 质检部 计划部 合计 (元 )

工 资 56 410 53 318 122 483 133 571 19 865 385 647

职工福利 7 810 7 090 17 128 21 320 4 837 58 185

折旧费 11 036 4 199 48 093 163 553 3 765 230 646

办公费 5 007 3 220 2 267 9 965 2 045 22 504

差旅费 2 300 5 860 500 7 500 1 805 17 965

修理费 1 005 2 173 23 885 38 851 270 66184

劳保用品 715 6 408 3 710 4 008 380 15 221

运输费 1 320 1 209 7 923 2 399 170 13 021

仓库经费 - - 13 890 - - 13 890

　　依据 ABC法 ,将工资、福利、折旧费等管理费用

运用资源动因追踪至采购流程中有关的作业。在这

里根据 L公司的实际情况 ,可选择各作业中的员工

人数作为工资、职工福利、办公费和劳保费用的资源

动因 ;差旅费用的资源动因则是使用差旅费的人员

的作业归属 ,即指出差人所耗费的资源归属于哪个

作业 ;同样地 ,可以按照交通费用的特定用途作为运

输费的资源动因 ,即指所花费的交通运输费用是为

那个作业服务 ;折旧费和设备维修费的资源动因也

可按照设备的特定用途确定 ,主要是区分设备使用

于哪个作业和设备维修是为哪个作业服务。

我们以 L公司采购流程中制订采购计划作业为

例 ,计算此项作业的成本。在进行数据收集之后 ,得

到以特定用途为资源动因的各项资源在此作业中的

耗费 ;另得到以人数为资源动因的各项资源的资源

动因量为 15人 (即进行采购计划作业的人数为 15

人 ) ,而涉及采购流程的五个部门共有 171人 ,那么

以人数为资源动因的各项资源的资源动因率计算 :

如工资的资源动因率 :

R1 = Z1 / Y1 = 385 647 /171 = 2 255 (元 /人 )。

工资应归集到此作业的费用 :

CA1 = 2 255 ×15 = 33 828 (元 )

(三 )成本计算

计算出各个资源动因率后 ,再根据作业成本模

型 ,可计算出制订采购计划作业的成本 (表 2)。

我们同样可计算得出其余四项作业的成本 :选

择供应商 CA2 = 17 736 (元 )、执行采购计划 CA3 = 49

644 (元 )、物料处理 CA4 = 613 551 (元 )、采购账务处

理 CA5 = 9 786 (元 )。

依据前面分析 , 因为供应商选择、采购计划、采

购执行、采购账务处理等四个作业直接服务于采购

业务流程 ,不必进行分配 ,则 CA11 = CA1 = 33 828

(元 ) ,即采购流程在制订采购计划作业上发生的成

本为 33 828元 ;同样 , CA12 = CA2 = 17 736 (元 ) , CA13

= CA3 = 49 644 (元 ) , CA15 = CA5 = 9 786 (元 )。

而物料处理作业还被其他流程所运用 ,故按照

作业动因 ,采购流程中的物料处理作业所占成本为

CA14 = CA4 ×D14 = 6 13551 ×32% = 196 336元。

最后可得到 L公司采购业务流程成本 C1 = CA11

+ CA12 + CA13 + CA14 + CA15 = 323 923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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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订采购计划作业成本计算表

作业 耗费的资源 资源动因 资源动因数量 资源动因率 分配的资源 (元 )

工资 人 15 2 255 33 828

职工福利 人 15 340 5 100

折旧费 特定用途 - - 3 175

制订采 办公费 人 15 132 1 980

购计划 差旅费 特定用途 - - 3 832

修理费 特定用途 - - 1 086

劳保用品 人 15 89 1 335

运输费 特定用途 - - 85

制订采购计划作业耗费总计 (元 ) 50 421

　　四、流程成本在业务流程再造中的应用

作业形成价值 ,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增加转

移给顾客的价值。在业务流程再造中 ,我们希望尽

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 ,对于增加价值的作业 ,

尽可能提高其运作效率 ,减少其资源消耗。通过以

上基于作业成本法的业务流程成本的计算与分析 ,

为企业进行业务流程再造中的决策提供一种定性与

定量的依据 [ 2 ]。

根据 L公司采购流程中各个作业的成本 ,相应

可得到各个作业的耗费在整个流程成本中所占的比

例。如本例中制订采购计划作业占 15. 6% ,选择供

应商作业占 5. 5% ,执行采购计划作业占 15. 3% ,物

料处理作业占 60. 6% ,采购账务作业占 3%。按照

价值链的理论分析 ,除执行采购计划作业 ,其余都为

不增值作业。但不增值的作业 ,有些是必要的辅助

作业 ,有些则是完全不必要的作业 ,这就要通过对流

程进行分析找到关键所在。此处重点分析在不增值

作业中所占比例较大的两个作业 :制订采购计划作

业和物料处理作业。

(一 )制订采购计划作业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 ,流程中的辅助作业“制订采

购计划 ”和增殖作业“执行采购计划 ”的成本在整个

流程中比例几乎一致 ,而前者还略高些。但这一作

业为必要的辅助作业 ,因而就要考察是何种原因使

其成本较高。

进一步审视 L公司采购业务流程中的制订采购

计划作业可以发现 :该作业包含了三项任务 ,执行该

作业的 15人中 , 2人运作需求计划、2人检查采购申

请、其余的 11 人下达采购申请 , 作业成本为

50 421元。同样 , 按照前面所述作业成本的计算方

法 ,进行资源动因归集 :作业成本中的工资、福利费、

办公费和劳保费可依据各任务的人数比例进行分

配 ;作业中的折旧费和设备维修费全部运用于运行

需求计划任务 ;交通费和差旅费全部用于下达采购

申请任务。可分别得出 3项任务各自的成本 :运行

需求计划的任务成本 9 893元 ,检查采购申请的任务

成本是 5 632元 ,下达采购申请的任务成本 34 985元。

不增值任务的“下达采购申请 ”的耗费 ,占采购

执行作业成本的 69% ,占整个采购业务流程成本的

11%。此数据说明 ,如果我们在业务流程再造中采

用某种方法减少或消除该不增值的“下达采购申请 ”

任务 ,就可使制订采购计划作业的成本大幅降低 ,进

而降低整个采购业务流程成本的 2%。

(二 )物料处理作业

物料处理作业为不增值作业 ,其成本却占了整

个采购流程作业成本的大部分。该作业包含了货物

预接收、货物报验、货物质检、在 M R PⅡ系统录入质

检结果、货物接收、核对货单、手工登账、录入 M R PⅡ

系统、系统复核和物料配送等 10项任务。通过调

查 ,在 109个执行物料处理作业的人员中 ,货物预接

收、货物报验、货物接收、核对货单、手工登账等五个

任务由分散到各仓库的 30个仓库保管员执行 ,在计

算与人员有关的成本时可将这 30人平均分配到这

五个作业任务 ,另外 38人执行货物质检任务、6人执

行在 M R PⅡ系统录入质检结果任务、15人执行录入

M R PⅡ系统任务、4人执行系统复核任务、16人执行

物料配送任务。那么以人数为资源动因 ,分配与其

有关的工资、福利费、办公费和劳保费等费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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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和设备修理费 ,以特定用途为

资源动因进行分配。

这样可得出各任务的成本 :货物预接收的任务

成本为 6 994元、货物报验的任务成本为 6 994元、货

物质检的任务成本为 94 281元、在 M R PⅡ系统录入

质检结果的任务成本为 15 061 元、货物接收的任务

成本为 6 994元、核对货单的任务成本为 6 994元、手

工登账的任务成本为 6 994元、录入 M RPⅡ系统的任

务成本为 16189元、系统复核的任务成本为 4 512元、

物料配送的任务成本为 31 323元。

其中 ,货物预接收、货物报验、货物质检、在 M R P

Ⅱ系统录入质检结果、货物接收、核对货单、手工登

账、系统复核等 8个任务都不是必须的辅助任务 ,其

成本占物料处理作业成本的 76% 。因而需要重点

考虑 ,成本如此高的原因何在 ,能否降低 ,以及如何

消除不增值任务。当然再造过程不是删除这些任务

这么简单 ,要考虑是否能删除 ,删除后有什么结果 ,

如不能删除 ,可否通过其他方式来代替降低成本。

当然 ,此处只谈及将 AB C法应用到业务流程再

造中需考虑的一种因素 (成本 ) ,而在业务流程再造

的实施中 ,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权衡整体 ,才能

对作业进行彻底改造。

五、结束语

本文在基于“作业 ”的共同基础上 ,将 AB C法应

用于 B PR之中 ,建立流程成本模型 ,从成本的角度

深入业务流程再造。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基于

作业成本法对业务流程成本的计算 ,以作业为分析

对象 ,较真实地再现了流程、作业的成本消耗 ,为流

程再造项目指明了改造的问题域、问题的特性以及

不同问题域的微观信息 [ 3 ]
,它可以成为 B PR实施中

有力的辅助工具 ,为再造工程的成功提供有效的技

术工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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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some essential relation that is activity between Activity - Based Costing (ABC) and Busi2
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and app lies the Activity2Based Costing to

BPR, which build the p rocess costing model, gives a p ractical examp le to calculate the p rocess costing, and resear2
ches how ABC offer BPR useful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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