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借鉴价值工程理论，提出了作业成本价值系数分析法。通过对企业各项作业的作业成本价值系数进行分

析，将作业分为高效作业与低效作业，从而为企业制定合理的成本控制措施和提高作业的效率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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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价值系数法

在企业作业链分析中的应用

一、作业链中的高效作业与低效作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成本管理思想已逐渐

被现代成本管理思想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作业成本管

理的思想引入到成本控制中去。因此，如何区分和判断作业链

中的高效作业与低效作业，对于企业进行成本控制显得尤为

重要。

从成本作业管理的思想出发，高效作业是指没有消耗过

多的资源就完成了任务的作业，即完成效率高、成本低的作

业。相比之下，低效作业是指消耗过多的资源、完成效率低、成

本高的作业。依据作业分析的结果，企业可以通过作业优化或

业务流程再造，剔除不增值作业，提高低效作业的效率，保持

高效作业，从而实现成本规避和选择成本最低的作业，保持企

业价值链的稳定、连续、高效运转，从而实现控制和降低企业

成本的目的。

二、作业成本价值系数分析法简介

1援 作业成本价值系数分析法及其基本原理。传统理论上

高效作业与低效作业的划分与企业的实际作业、分析人员的

素质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大。如果在定性分

析的同时，能够结合利用合适的方法来进行定量分析，就能够

更科学、合理地确定高效作业与低效作业，从而更加有效地进

行作业管理。作业成本价值系数分析法，通过给价值评分使价

值数量化，然后通过价值系数与成本系数之比算出各个作业

的成本价值系数，并结合最合适区域法对企业作业链中的高

效作业与低效作业进行判断，为企业进行成本控制、提高作业

效率提供指引。

2援 方法步骤。

（1）通过作业链分析，归纳企业的各项作业。在企业的作

业链分析中，要结合企业的生产流程，对有关作业进行整合，

合理归纳企业的各项作业。

（2）采用问卷调查并结合功能评分法将各项作业价值数

量化，并计算出各项作业的作业成本系数和作业价值系数。

运用功能评分法时，首先将各项作业列成矩阵，通过各项

作业功能的重要程度一对一进行比较，功能重要的作业打4

分，不重要的打0分；功能比较重要的打3分，比较次要的打1

分；两项功能同样重要的作业分别打2分。然后将各项作业的

得分累计，除以全部作业的总得分，其值即为该项作业的价值

系数。计算公式为：

作业成本系数=某项作业的成本/企业所有作业的总成

本（或者同类型先进企业所有作业的总成本）

作业价值系数=某项作业创造的价值/企业所有作业创

造的总价值（或者同类型先进企业所有作业创造的总价值）

（3）通过作业成本系数和作业价值系数，计算出企业各项

作业的作业成本价值系数。计算公式为：

作业成本价值系数=作业价值系数/作业成本系数

依据价值工程理论，一般作业的作业成本价值系数为1，

若计算出的作业成本价值系数等于1或接近于1，说明该项作

业的价值与成本相当，不作为成本控制的对象。

（4）运用最合适区域法，对各项作业成本价值系数进行分

析，进行成本控制对象的选择。最合适区域法是一种在作业成

本价值系数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作业区分的方法。在进行作业

评价时，不仅要考虑作业的成本价值系数大于1或小于1的情

况，而且要考虑作业的价值系数与成本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因

为成本价值系数相同的作业，由于各自的成本系数和价值系

数的不同，对经济效果的影响也不同，所以在进行作业评价时

不应将成本价值系数相同或相近的作业同等看待。

该方法的基本特点为：它提出了一个选用作业成本价值

系数的最合适区域，这个区域由围绕V=1的两条曲线包络而

成。在进行作业评价时，首先根据作业成本价值系数在图上描

点，对于区域内的点不作为重点考虑对象，对于区域外的点则

根据其对价值的影响程度不同而确定考虑对象的范围。

如果以成本系数为横坐标，以价值系数为纵坐标，绘制成

本价值系数坐标图，则与X轴或Y轴成45毅夹角的直线即为成

本价值系数为1（V=1）的标准线，在选择对象时存在一个围绕

V=1的最合适区域，凡成本价值系数对1的偏离不超过此区域

的，都不作为选择对象，反之则应作为考虑的对象。

最合适区域的两条曲线是这样确定的：曲线上任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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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i，Yi）至标准线V=1的垂线QP与OP的乘积是一个常数。

若设QP=r，OP=l，设S为给定常数，则r伊l=S，即在S为一定的

情况下，l大则r小，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当Q点距O点远时，则

要求Q点距标准线的差异r小一些；当Q点距O点近时，则允许

Q点距标准线的差异r大一些，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当Yi约Xi时，Y1= Xi-2S；当Yi跃Xi时，

Y2= Xi+2S 。其中，S是人为给定常数，若给定的S较大则两

条曲线距离标准线的差异就大，阴影部分的面积较大，可选择

的对象将少一些；反之，若给定的S较小，则曲线就逼近标准

线，选定的对象将多一些。因此对于S取何值，将视对象选择的

需要而定。

三、作业成本价值系数法在火力发电企业中的应用

BD电厂隶属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由国家确定兴建的华北地区第一座高温高压电厂。多

年来，BD电厂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基本

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由于该企业的机组较小、设备磨损比较严重、煤炭

需要长途运输，其在激烈的发电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不是特别

明显。而且，随着“竞价上网”的逐步推行，发电市场上的竞争

会更加激烈，从而BD电厂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降

低企业的成本就显得非常必要。

1援 问卷设计与调查。为了验证作业成本价值系数在实际

中的应用，笔者到BD电厂进行了实际调研，了解和熟悉了电

力生产的各个作业环节。依据对火力发电企业的价值链分析，

笔者忽略了部分作业，选择了有代表性的5种作业，对BD电厂

的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由于条件所限，本案

例分析中的部分数据采用的是仿真数据。统计调查数据如下

表所示：

2援 最合适区域法的运用。首先根据表2中5项作业的作业

成本价值系数在图中描点，然后设S为0.001 25，按Y1= Xi-2S与

Y2= Xi+2S的曲线方程画出Y1与Y2所包络的区域，如图2所

示：

煤的储存与煤的燃烧及营销三项作业在最合适区域内，

因此可不作为成本控制的对象。而对于除尘与人力资源管理

两项作业，虽然二者的作业成本价值系数很相近，但由于各自

的成本系数与价值系数相差很大，因此考虑的优先次序也不

一样。

例如，若将除尘作业的成本价值系数提高0.1，则成本可

降低242.4；而对于人力资源作业，若将其成本价值系数提高

0.1，成本仅降低70，因此，在企业资源及技术水平有限的条件

下，应将除尘作业作为成本控制的重点。

四、结论

通过表1、表2中的数据及图2分析可以得出，在对BD电厂

选取的五项作业中，煤的储存、煤的燃烧及营销是高效作业，

提高的空间不大，只需要保持。而BD电厂要采取合理的措施

来提高除尘及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借

鉴价值工程理论提出的作业成本价值系数分析法在对企业作

业成本绩效评价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它使定性指标量化，为

企业高效作业与低效作业的区分提供了可能，从而可以为企

业管理人员制定相应的成本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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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BD电厂作业成本价值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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