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成本管理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出发，对产品

的全生命周期成本进行分析和控制，成为当前降低产品成本

的有效方法，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兴趣。然而由于供

应链自身的复杂性，目前还没有一个核算供应链成本的系统

方法，通常都是采用缩短时间或降低库存等管理方法，就连供

应链成本本身的概念也是众说纷纭，给供应链成本的核算造

成了困难，直接妨碍了供应链成本的整体优化管理。本文在回

顾和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讨论了供应链成本的概念及其

构成要素，并立足于作业成本法构建一个供应链成本优化模

型，为均衡供应链节点企业的收益分配和优化供应链整体成

本奠定了基础。

一、文献回顾

关于供应链成本的概念与分类，相关文献主要有两种观

点：一是认为供应链成本即物流成本，二是认为供应链成本是

供应链运作全过程发生的所有成本。

将供应链成本等同于物流成本的观点，主要是从后勤过

程及活动的角度分析物流成本的构成，主要涉及物流成本中

存货成本和运输成本的计量方法和模型。Lin、Coilins和Su

（2001）通过分析后勤过程来确定物流成本，认为物流成本包

括存货存储成本、采购成本、订货成本、运输成本等。Manunen

（2000）认为物流成本包括在供应链中所有物流引起的成本以

及涉及物流的信息流成本，具体包括运输成本、寄送成本、报

关成本、仓库成本、购买成本、订购成本、支付交易成本、材料

管理成本、销售成本及回收成本。

Jill E. Hobbs（1996）认为，在供应链这种垂直协调组织中，

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

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

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

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Seuring（1999）在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传统划分及作业

成本法的基础上将供应链成本划分为三个层次：直接成本、作

业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由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

引起的，包括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机器成本等，即由原材

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所决定的成本；作业成本是由那些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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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回顾供应链成本构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供应链成本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构建了以制造商为

核心的供应链成本优化模型，并针对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提出了改进供应链成本核算与分析的具体方案。

【关键词】供应链成本 构成 核算模型 优化

析可知，对于受到收购“袭击”而不具备“先动优势”的目标公

司而言，应该尽可能地减弱对方的“先动优势”，改变自己的不

利地位，这就需要上市公司具有反收购的战略意识，在上市之

初就彻底打消收购公司的意图。有很多事前的防御措施可供

上市公司选择，这些措施多是一些组织机制上的安排，如交叉

持股、“毒丸计划”、董事会轮选、大股东投票限制等。

2. 不断增强自身经营管理的能力。上述关于贴现因子的

讨论告诉我们，目标公司的“耐心”程度直接决定了博弈的结

果，即目标公司的得益。贴现因子在Rubinstein轮流出价模型

中被解释为“耐心程度”，在我们讨论的反收购讨价还价中，其

实质是目标公司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的体现，这取决于目标

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可以想像，一个不惧被收购的公司必然

是一个对自身前景有着良好期望的公司。

3. 要有良好的股东关系。股权的分散化是多数成熟资本

市场上市公司的一个共同特点。随着全流通改革的完成，我国

上市公司的这一特点会越来越明显。股权分散化使公司控制

权的获得更为容易，也使得以控制权争夺为核心的收购更容

易实现。所以，对于目标公司而言，要想获得反收购的成功，必

须要有良好的股东关系，即目标公司的大股东要善待中小股

东。对于那些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不仅存在大股东“用脚投票”

的情形，更存在中小股东“用脚投票”的情形，因此只有全体股

东联合起来一致抵抗收购公司的敌意收购，方可获得反收购

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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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直接关联，但与产品的生产和交付相关的管理活动所引

起的，因公司的组织结构而生成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处理供

应商和客户信息及相互沟通所产生的所有成本。

Tim、Milena和Yuan（2002）从合作供应链的角度将供应

链成本分为两大类：系统所有者的总成本和合作的机会成本。

系统所有者的总成本是所选过程和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成本，

包括系统使用、维护、处理错误和无效率的成本及整合生命周

期中伙伴关系的成本；合作的机会成本表示放弃的更有利的

合作的价值，它包括变换合作伙伴成本和合作不稳定成本。

胥洪娥（2003）将集成供应链的各种成本分为可见成本与

不可见成本，可见成本是基于活动的不可避免的成本，它只能

优化而不能消除；不可见成本是基于集成供应链协调发生的

成本，包括缓冲库存成本、应急的非计划装运成本、间接原材

料采购成本等，它可以被优化或大幅度降低。

索晨霞、邓子琼（2004）认为，供应链成本是指在供应链运

作过程中由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所引起的成本以及供应链

整合过程中发生的机会成本和整合成本，具体包括订货成本、

购买成本、存货存储成本、仓储成本、运输成本、管理成本、交

易成本、资金转移成本、信息成本、生产成本、财务费用、经营

成本、供应链相关的机会成本和整合成本。这里所谓的机会成

本包括伙伴选择成本、伙伴转移成本和合作不稳定成本等。

以上这些成本划分方法都是从某个角度对供应链成本进

行分类，没有从供应链成本的核算目的、数据收集及核算的难

易程度、核算的实际意义等角度去统筹考虑。

二、供应链成本的构成

关于供应链成本的概念及其构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

点，其相同之处是都认为物流成本是供应链成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确实，供应链本身就是在物流的概念上发展而来的，但

供应链并不等同于物流。一般认为，物流涉及的是产品物资从

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流动，以满足生产加工或客户的需

求。供应链涉及的是从原材料到产品或服务到顾客的所有活

动，包括资源的使用、产品零部件的制造和装配、存货和仓储、

订货与分销、产品交付及售后服务等。供应链管理就是在物流

管理的深度和操作范围的广度两方面的扩展。

供应链机会成本及隐性成本是否应包括在供应链成本的

范围内呢？供应链机会成本是由于企业选择加入某一供应链

所放弃的无法加入其他供应链可能带来的收益，它是一种未

发生的、基于备选方案收益的、用于和现在所选方案比较的成

本。供应链组建和整合中发生的合作伙伴选择成本、伙伴转移

成本及针对合作不稳定发生的关系整合成本都应作为供应链

交易成本处理，而未实际发生的如放弃更有利的合作伙伴所

产生的机会成本只能作为企业衡量自身决策有效性或供应链

整体绩效的一个参考指标，不应当成为供应链成本核算的一

项内容。很多文献将供应链的缺货成本作为机会成本，这是在

进行批量采购决策时所应当考虑的，但供应链成本核算以实

际发生的成本为基础，机会成本的估算应当单列出来，用以进

行成本决策分析。

供应链隐性成本是基于集成供应链协调发生的成本，如

缓冲库存成本、应急装运成本等。划分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的

依据是看该成本是否是维持和协调供应链正常活动所不可避

免的。显性成本是企业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所不可避免的，它

只能被优化而不能被消除；隐性成本通常是基于无效作业或

非增值作业，通过供应链集成或协调可以大幅度降低或消除

的成本，如缓冲库存成本、不合格品返修或报废成本等。之所

以称之为隐性成本，是因为这些成本的发生伴随着企业的正

常业务活动，不经过业务流程分析或供应链优化活动则无法

合理识别它们。供应链隐性成本是供应链成本的构成部分，而

且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对象。隐性成本可能发生在供应链成

本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因此依照其他标准进行供应链成本构

成分类时不应单列隐性成本。

供应链成本构成的分类方法众多，但多数分类繁杂而不

够规范。笔者认为，供应链成本的分类应当以简洁实用、易于

扩展、便于进行供应链成本分析为原则。从物流成本是供应链

管理的核心内容的角度考虑，应将物流成本单列出来，把作业

成本分解为物流成本和制造管理成本，因此供应链成本可以

划分为直接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和制造管理成本四个层

次。直接成本是与产品生产或服务直接相关的、为产品或服务

的价值形成或增加所消耗的物料或人力费用，包括原材料成

本、人工成本、机器成本等；物流成本包括与产品生产或服务形

成没有直接关系，但与产品的生产和交付相关的物料空间移动

所引起的成本，主要包括运输成本、存储成本、包装成本、配送

成本、搬运成本等；交易成本包括处理供应商和客户信息及供

应链整合所产生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

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合作伙伴的

成本、流程再造及关系整合的成本等；制造管理成本指除上述

三种成本以外的所有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包括生产管理费用、研究开发费用、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等。

三、供应链成本核算内容

供应链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供应链整体价值的最大化。供

应链整体价值就是供应链为满足顾客需求产生的最终产品或

服务的价值与供应链为满足顾客需求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差

额。研究供应链成本的构成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供应链成本分

析进而实现供应链优化。以上成本划分可以为成本分析提供

有效的途径：直接成本反映了产品开发和设计方面的合理性，

物流成本反映了供应链节点企业间进行产品交付所花费的代

价，交易成本反映了供应链企业间为实现信息共享和流程再

造等进行的投入，制造管理成本反映了节点企业内部生产管

理的水平。

所有供应链流程都可以分解为以下四个环节：顾客订货

环节、补充库存环节、产品生产环节和原料获取环节。一个典

型的供应链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顾客组成，供

应链成本核算一般是以制造商或零售商为主的供应链核心企

业为主导，收集各节点企业（特别是其相邻的关键节点企业）

的产品成本信息，以供应链整体的成本优化为目的。

按照供应链成本构成项目和供应链运作主体可以归纳出

供应链成本核算内容，具体见下页表。



阴窑22窑财会月刊渊理论冤 援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表中供应链成本项目及价格数据均换算为单位产

品成本或收益，这是为了避免供应链节点企业产量不一致而

导致成本不可比，换算后节点企业之间的成本可进行累计分

析。供应链成本项目与供应链节点企业对应的交叉点用鄢号

表明该节点企业通常会发生该成本项目。

第二，表中“直接成本”项目分为供应链内部零部件买价

及外部原材料成本，这里进行分列是由于供应链上游企业的

产品销售价格构成了下游企业的零部件或产品的买价，这在

供应链产品成本的整体核算中属于内部转移成本，是可以相

互抵消的。供应链产品直接成本不再包括财务会计成本核算

中直接成本所包含的采购费用及运输保险费用等物流成本，

物流成本单列并成为供应链成本控制的重点。

第三，表中供应链节点企业如供应商等只是总体名称，当

供应商为多个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添加，通过Excel软件进行

该表的整理和计算，可以使供应链不同环节上节点企业的成

本构成及收益状况分析非常方便、快捷。

四、以制造商为核心的供应链成本优化模型的构建

不同企业、不同的市场需求会产生不同结构的供应链。以

制造商为核心的供应链一般以某个大型制造商为领导者或协

调者，来全面协调供应链的计划、库存、原材料采购等业务活

动。其特点是制造商根据配送中心、分销商或顾客的要求，制

订生产计划，同时向多个不同的供应商发送原料、零部件的采

购订单，供应商根据制造商发来的采购单发货。本文针对以制

造商为核心的供应链构建成本优化模型。

1. 假设条件。

（1）供应链的运作是全效的，即信息在供应链成员企业间

的传递是通畅的，也是完全共享和透明的，技术的交流和整合

是无障碍的，供应链节点企业间是完全信任的。

（2）各节点企业按照合同价格向上游供应商购买自己所

需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上游供应商的收益通过产品转让价格

成为下游节点企业的成本。

（3）整个供应链的利润分配依据其成员企业之间的转让

价格和供应链的动态调整而不断改进。供应链龙头企业要不

断考核供应链的绩效，并根据绩效来调整供应链的组成。

2. 模型构建。供应链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供应链整体收益

的最大化。供应链收益取决于消费者最终从市场购买产品的

价格和数量，供应链成本为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实际消耗的成

本之和，不包括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内部采购与销售额。分析

前先进行如下定义：

仔表示供应链整体的利润；P表示供应链最终消费者从市

场购买产品的价格；Q表示供应链最终消费者从市场购买产

品的数量；P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的供应链内部产品销售价格；

DC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之后的直接成本；DPCi表

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之后的直接成本中的内部采购

成本；DMC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之后的直接成本

中的非内部采购成本；LC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之

后的物流成本；TRC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之后的

交易成本；MC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之后的管理成

本；R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之前可以得到的利润；

TC表示供应链成本总和；TC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

之后的成本；TCi0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之前的成

本；TCi1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不参与供应链时独立经营的最低

成本；Pi0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的产品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能实现

的最高销售价格。

则供应链整体利润为：

仔= PiQi- （DPCi+DMCi+LCi+TRCi+MCi）

=PQ+ DPCi- （DPCi+DMCi+LCi+TRCi+MCi）

=PQ- （DMCi+LCi+TRCi+MCi）

因此，供应链成本整体优化模型可以构造为：

Max（仔）=PQ- （DMCi+LCi+TRCi+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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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约束条件是参与约束，要求每一个节点企业加入

供应链之后实现的利润不低于其加入供应链之前独立经营时

的利润。第二、三个约束条件要求节点企业的供应链内部转移

价格不高于当前市场上同类产品的最高价格，同时供应链节

点企业的成本之和应当小于或等于其加入供应链之前的成本

之和。

由此可在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中划分供应链

成本分析的层次，如在以制造商为核心的供应链中，依次划分

为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制造商、一级分销商、二级分销

商。每个层级还可划分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分别采取不同的

管理策略。从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的产品销售价格、运输成

本、制造成本等可以大致估算其利润空间。

五、供应链成本核算与分析

供应链成本核算与分析是供应链核心企业基于企业内部

管理的需要所进行的，重点关注能通过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协

作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及产品成本等的节点企业。实施供应链

成本核算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成本效益原则，供应链成本核

算与分析的目的在于降低供应链整体成本，提高供应链的运

作效率，成本核算的繁简程度及侧重点应有所不同；二是可控

性原则，应重点选择那些与核心企业信息共享程度高、合作依

赖性强的企业进行成本核算分析；三是收益共享原则，通过合

理的收益共享契约设计，使节点企业获得适当的回报，是保障

节点企业参与供应链成本核算与协作，并保持供应链持续协

调发展的关键。

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进行供应

链成本核算与分析的前提。在企业未加入供应链时，常常把产

品成本信息作为企业的核心机密加以保护，然而随着供应链

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深化，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成本和

技术信息的共享程度在加深。事实上，在以制造商为核心的供

应链中，制造商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将

产品目标成本细分到零部件的成本目标上，并通过零部件采

购价格控制将成本缩减压力传递给供应商。供应商常常是按

照制造商的要求进行产品零部件加工，只有与制造商合作进

行产品开发与流程优化才能使其成本大幅度降低，因此，供应

商与制造商的成本信息共享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从供应链

整体的协调发展来看，制造商与供应商都有必要准确掌握产

品的成本信息，为零部件的合理定价提供依据。然而，由于服

务对象和核算体系的不同，企业很难直接从企业财务会计系

统中获得准确的产品成本信息，这主要是因为间接费用的分

配不够准确，产品成本核算项目与供应链成本核算项目的划

分也不一致。

供应链成本核算应当以企业实施作业成本法为基础。作

业成本法以“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产品生产导致作

业的发生，作业导致成本的发生”为核算原则，通过划分“作业

池”与识别作业动因，准确、合理地分配生产与管理中的间接

费用，从而为各个节点企业的作业成本分析奠定基础。作业成

本法中的资源体现为人工、设备、材料或场地等方面的成本，

活动或作业是执行活动的组织和责任主体，分为单位级作业、

批别级作业、产品级作业等。资源动因是作业消耗资源的数量

计量，是资源成本向作业归集的依据。作业动因是成本对象

消耗的作业清单及所消耗作业的数量计量，是将作业成本

向成本对象归集的依据。作业成本法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

是定义和确认作业及作业中心；二是将归集起来的成本或资

源分配到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库中，每个成本库所代表的是

它所在的那个中心所执行的作业；三是将各个作业中心的成

本分配到最终产品或服务上。作业成本法的实施过程如下图

所示：

在采用作业成本法核算的企业，供应链节点企业的产品

成本可以通过作业成本的分析和重新归类较容易地获得，然

而我国很多企业未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核算，这就需要对原

财务会计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对于重点的合作企业，应按照

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分解；对于一般合作关系的供应链节点

企业，由于其信息共享及协作依赖的程度较低，可以简化其产

品成本的重新分类和核算，或者直接以下游企业对其产品的

采购价格作为原材料成本并入供应链成本进行核算。在对供

应链成本进行分类归集的基础上，供应链核心企业与其合作

伙伴可以通过对其他供应链上的同类产品进行分析，确定供

应链成本改进的重点环节，再进行进一步的作业活动分析，优

化供应链流程，降低供应链整体成本。

六、结论

供应链成本核算与分析是供应链整体成本优化与控制的

前提和基础。以直接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及制造管理成

本为成本核算项目，对供应链节点企业进行成本核算分析和

构建供应链成本优化模型，可以为供应链管理决策提供更有

价值、更真实和准确的成本信息，为供应链企业间协作进行新

产品开发、库存优化、收益分配等提供必要的成本信息，为优

化整个供应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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