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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标准作业成本法应用研究 
盛亚飞 

（扬州大学商学院  225000） 

摘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需求的发展，制造业企业材料成本急剧增加、产品日益同质化，从而使得企业面临的竞争压

力愈发激烈。在此背景下，提升制造业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之一是加强成本控制。本文以 B公司的成本核算和控制体系为研究对象，

选取该公司的产品具体分析标准成本法的运用，分析并说明在业财融合背景下，基于 SAP系统的标准作业成本法是如何在该企业中

成功应用并加强企业成本管控的。总结经验，为基于 SAP系统的标准作业成本法在生产制造企业中的应用提供建议与参考。 

关键词：SAP系统；成本控制；标准作业成本法 

 

引言 
2014 年 1 月 23 日，B 公司在深交所上市，经过短短几年的积累

发展，公司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两年，B 公

司都在我国半导体功率器件企业中稳居首位。上市以后，B 公司的

营业利润持稳定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得益于其在技术研发方面大量

且持续的投资，不断地优化产品的工艺，提高良品率以提高产能，

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得益于 B 公司对产品成本的控制。随

着产品的同质化，价格的透明化，加强产品的成本控制是 B 公司提

高市场竞争能力的渠道之一。 

一、公司简介及现状 
（一） 公司简介 

B 公司在我国分立器件的企业中名列前茅，根据中国半导体协

会公布的信息可知，B 公司是国内实力强大的功率器件厂商，公司

采用了 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模式，从分立器件芯片设

计，到晶圆生产，再到半导体封装， 后到销售，已经构成了一个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产

品的销售。此后逐步向上游发展，对半导体封装、晶圆生产环节进

行部署。2006 年，B 公司合资并成立了有限公司，2011 年完成了股

份制改造，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900 万元。2012 年建

立了高端模块工厂，2013 年 8 月建立了 GPP 芯片二厂。2014 年，

该公司于深交所成功上市，此后，公司发展速度大幅度提升，半导

体功率器件领域综合实力跨越式攀升。2015 年，公司建立 DFN、QFN

产线，并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且在韩国和台湾成立了办事处。2016

年，B 公司设立了大功率新能源汽车电子芯片产品线并设立了 6 寸

芯片产品线。2017 年，B 公司新材料事业部 6 寸产品线，月产量过

两万片。2018 年，B 公司设立了汽车电子产品线。2019 年，B 公司

于日本成立办事处，获得了索尼绿色伙伴认证。 

（二） 公司经营现状 

根据 B 公司的数据显示，2019-2021 年间，B 公司的半导体分

立器件产销量连续上涨。公司的芯片产量从 2019 年的 192.67 亿只

增长到 2021 年的 237.82 亿只，销售量由 2018 年的 177.61 亿只增加

到 2020 年的 230.08 亿只。该公司的半导体分立器件芯片产销同步

增长，且公司芯片产量始终大于销量。 

此外，2019-2021 年，B 公司的半导体分立器件成品生产量由

2019 年的 126.86 亿台增加到 2021 年的 196.9 亿台，半导体分立器

件成品销售量由 2019 年的 117 亿台增加到 2021 年的 173.88 亿台，

B 公司的分立器件成品产销量均持续增长，但产销量与芯片相比增

速相对较快。 

从 2019 到 2021 年，B 公司半导体分立器件生产销售业务产生

的营收占公司总营收的比例一直在 75%以上，与此同时， 近三年

来，B 公司前五大客户的营收占总营收的比例逐渐上升，由此可以

看出，B 公司半导体分立器件产销业务的客户集中度在在稳定上升，

对这前五大客户的依赖程度加深，但还处于较低水平，还处于五分

之一以下的水平，可见当前 B 公司客户集中风险较低且可控，公司

主要客户布局较为合理。此外，B 公司在产品的创新、提升性能这

些方面持续地增加投资，让产品的质量性能逐步赶超国外厂商，从

而逐步实现替代进口半导体分立器件产品，增加市场的占有率。 

从营业收入上看，2019-2021 年，B 公司的半导体分立器件业务

收入稳定提升，生产经营保持稳健发展，三年间，半导体分立器件

业务收入占比从 77.48%增长到 78.68%，业务营收占比一直维持在

75%以上的水平，占比较高。 

2019-2021 年，B 公司的半导体分立器件业务毛利率存在波动，

原因是 B 公司于 2019 年上半年为了增加产能，产生了大量的资本化

的费用，导致折旧增加，且新投入产线的产能利用率还未能达到正

常水准，处于恢复上升期。再由于受到中美贸易关系的政治影响，

一些出口的产品关税增加，使得公司的营业成本上升，毛利率比之

上年降低了一个百分点。所以在 2019 到 2020 年间，B 公司的毛利

率有所下降，但 2021 年 B 公司的毛利率又迅速回升并大幅度提升，

除了市场调节的原因外吗，说明 B 公司的半导体分立器件产销业务

的调整速度快，适应能力较强。 

二、 B 公司标准作业成本法的应用 
B 公司的 SAP 系统中的成本核算以物料清单的的建立为起点，

接着制定标准成本，然后再建立生产订单，接着检查存货，将订单

发送给物料并领用物料，然后确认完工，之后就是对成本中心进行

结算，得出成品与在产品直接人工以及制造费用的实际成本为多少，

从而与标准成本对比得出差异，并分析原因，并调整产品的实际成

本。 

B 公司的产品包含了分立器件芯片、整流器件、MOSFET、功率

模块等。按产品的生产阶段可以分为芯片阶段和成管阶段。本文选

取了成管阶段的产品作为对象来研究 SAP 系统下标准作业成本法的

具体应用。该公司对成管阶段产品的成本计算采用逐步综合结转分

步法，即芯片阶段产品的成本以不分成本项目的综合成本转入成管

阶段的产品成本计算单中。 

成管阶段产品的标准成本制定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

费用，接下来以这三个成本科目以及成本差异阐述标准作业成本法

的在 B 公司的应用。 

（一）直接材料 

直接材料标准成本可以分为用量标准和价格标准。用量标准可

以根据产品性质和工艺计算后得出，价格标准由市场采购部门以当

时市场上的价格为基础来确定，在根市场价格浮动情况来确定要不

要更换当时的价格标准。通常情款下，只要价格的波动大小超过百

分之五以上就需要及时地调整用料的标准价格，B 公司通过对于产

品的直接材料物料清单的计算得出直接材料的成本。 

（二）直接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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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人工的标准成本由消耗的时间和每小时工资来确定。每个

产品消耗的时间标准可以通过对生产岗位、平均消耗时间和生产过

程中的其他因素来设定，包括设备调整消耗的时间、材料搬运消耗

的时间、生产人员休息时间等制定，每小时的工资标准可以通将生

产人员的每月的总工资除以当月工作的总时长来确定。B 公司生产

员工在车间内岗位和时间安排比较固定，且是属于流水线的工作，

消耗的直接人工成本可以将各个流程的直接人工相加得出直接人工

成本。 

（三）制造费用 

经过对 B 公司产品的生产流程及各个流程成本的了解，得知该

公司以标准作业成本法理论为基础，根据成管阶段产品的制造流程，

把生产过程分为垫片粘接、平板装配、冷压封装、测试、焊线五大

作业中心。根据作业消耗资源的理念，对作业中心消耗的资源进行

归集，对于车间管理员工的工资、办公等费用按照直接人工的工作

时间分摊给各个作业中心，而其他的制造费用如生产设备消耗的水

电费、燃气费等费用则按照生产设备的工时分摊给各个作业中心。

再产品消耗作业的理念为基础，将各个作业中心消耗的成本在产品

之间进行分配，产品的作业动因是消耗机器的时间，将作业中心消

耗的成本除以机器工作的时间得出每小时消耗的成本。 

（四）成本差异 

每个月末，B 公司都要核算出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差异，

产品的实际成本为材料实际消耗量乘以材料采购的单位实际价格，

单位材料的实际价格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得出。再根据实际消

耗的工作时间和每小时实际的工资得出实际直接人工成本。实际制

造费用则是将制造费用实际发生的成本分配给各个作业中心，再按

照产品消耗的作业动因分配各个产品，得出各个产品制造费用的实

际成本。此外，会计还要将成本差异在产品之间分摊，调整产品的

成本。 

三、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动因的选择不够合理 

标准作业成本法将作业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结合，而作业成本

法实施的难点之一是如何选择合理的资源动因，B 公司在选择制造

费用中各个作业中心的资源动因时选择了机器工时，而 B 公司的机

械设备各个作业中心都在一个厂房里，产房的折旧以及不同设备的

折旧都按照机器工时来分摊，这样导致标准成本不够科学准确。 

（二）成本差异分析比较简单 

B 工时在月底进行成本差异分析这一步骤时，只是将成本差异

分摊到各个产品的成本中，并未对成本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成本

差异的原因分析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过程，比如分析直接材料成

本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市场的变化，还是采购部门采购过程中未经过

对供应商进行筛选造成的。 

（三）SAP 系统未能及时适应企业发展 

虽然 SAP 系统的引入给 B 公司的管理和成本控制带来很大的便

利，但是在当企业建立新的产品线的时候，由于生产流程的不同，

可能会给标准成本法的应用带来一些困难，这就需要在 SAP 系统中

及时地做出调整，而随着 B 公司的扩张，产能的增加，使得基于 SAP

系统在 B 公司的标准作业成本法应用带来了一些不便。 

四、基于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成本控制的意识不够强 

企业管理层对于会计人员的传统观念更倾向于财务方面的核

算，对于管理会计的认知不够，因此会计人员的工作更多是对财务

方面，导致对成本会计的工作不受重视，成本控制的意识也不够强，

虽然引入了 SAP 系统，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导致会计人

员在这方面不够重视，在选择资源动因的时候只是为了满足系统操

作的基本要求，使得资源动因的选择不够合理。 

（二）成本控制制度不够健全 

B 公司对成本差异原因分析的较为简单是因为 B 公司在成本控

制的制度的建立方面不够全面，首先，公司现有的成本控制制度中

未要求会计人员对成本差异进行分析，除了这个原因外，解决造成

成本差异的原因不仅仅涉及到财务部门一个部门，与采购部门，生

产部门等部门也息息相关，如果会计分析出来产生成本差异的原因，

但是没法通过相关制度让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成本分析也没有任何

意义。 

（三）公司缺少 SAP 系统维护人员 

目前，我国很多的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信息部门，B 公司也有

自己的信息部门，但是该部门的主要重心在于对公司网络安全的维

护，对于能够维护 SAP 系统的技术人才比较缺乏，导致 SAP 系统在

B 公司的运用过程中存在一些不便。 

五、优化建议 
（一）加强成本管理意识，实现业财融合 

企业的会计人员要改变自己工作方式，不能将会计的的工作重

心局限于传统的会计核算上，应当重视管理会计的作用，将管理会

计与 SAP 系统的运用相结合，加强自身的成本管理意识，学习相关

管理知识，替身自身的成本控制意识，这样才能更多地去创造价值，

而不是简简单单对业务内容的记录。 

（二）转变传统观念，健全相关制度 

B 公司的管理层应该摒弃传统的对于会计的观念，会计不仅仅

是财务会计，还有管理会计，SAP 系统融合了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

B 公司的管理层应该积极地学习相关的管理知识，转变传统的观念，

了解现代会计对管理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管理会计相

关制度，从制度上赋财务部门参与业务管理的权力，建立健全财务

部门与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使得财务人员能够参与企业

的管理。 

（三）建设 SAP 系统技术维护团队 

由于现有的信息部门人员不能满足 SAP 系统维护的需要，B 公

司的 SAP 系统维护基本上依赖于外部的技术顾问，所以 B 公司要尽

快地建设 SAP 系统技术维护团队，除了聘请相关的技术人才外，公

司可以对信息部门的员工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加强财务部门与信

息部门的沟通，给系统的维护与开发提供更多的方便，提高 SAP 系

统的使用效率，保障标准作业成本法的有效实施。 

六、总结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推进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传统的成本控制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竞争需要，

基于 SAP 系统的标准作业成本法应用于大型制造企业，可以为企业

对成本经行有效控制的同时，还可以降低成本控制的成本，本文对

B 公司基于 SAP 系统的标准作业成本法应用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优

化建议，以期望为我国制造型企业成本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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