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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在城市配送
服务定价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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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的原理引入到城市配送服务定价中，得出了新的城市配送费率结构和配送费用计收公式，为

城市配送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定价T具。该定价方法在天津町口Ⅱr乐饮料有限公司配送服务定价中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不

仅为公司提供了一种合理费率结构，而且也为公司作业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提供了一种战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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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ime-Driven Activity-based Costing in the Pricing of Urban Distribu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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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intrednces the time—driven activity-based costing theory to the pricing of urban distribution∞l'viee to obtain a

new calculating formula for urban delivery expense rate structure and delivery expense in order to offer∞effective pricing tool for the at-

ban delivery companies and applies the pricing method in Tianjin Coca-cola bottling company and agood result i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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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竞争性产品(服务)的定价中，无论是成本导向型、竞争

导向型，还是需求导向型的定价策略，成本都是定价决策的重

要参考指标I“。成本不仅决定了短期或长期的价格水平，而且

也应是费率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传统会计科目下的单

位产品平均成本，不能清晰地反映出在单位产占占成本中不同

作业活动成本的构成，因而无法为费率制定提供数据参考。同

时，在竞争性产品(服务)的定价实践中，服务产品价格的计算

方式往往以费率为基础，如国际海上的运输服务合同Voyage

Charter和Time Charter中[21，费用计收采用“元／t”或“元／天”的

形式。实践中费率的制定往往依据历史数据和经验131，无法根

据作业活动和市场的变化而灵活凋整。因此，基于作业活动的

相关成本的准确分析就成为了以费率为基础的服务产品定价

的关键。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间接成本，学者

们开始倡导以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ABC)改变

传统的成本会计科目[41，而后作业成本法与企业经济附加价值

(EVA)整合嗍，形成了集成成本计算模型171，2004年作业成本

法开创人卡普兰和安德森，在改变传统作业成本法相关信息

的收集和维护成本较高，资源平衡的假设面片性太强的基础

上，提出了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im。近年来，传统会计科目的

信息失真也使得作业成本法成为了会计学术领域和商业实践

中的主流成本管理技术191，许多企业经理都开始使用作业成

本法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作业成本法不仅被制造业1101、服务

业⋯一-日、非盈利组织[131和政府部l+It-41广泛应用，而且作业成本法

中的成本分摊信息也被广泛应用于定价、配额、自制／外包、质

量管理和混合生产等方面旧。

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在保留传统作业成本法优点的基

础上，克服了传统作业成本法的应用难题。而城市配送服务定

价是一种费率基础f：的计费方式，科学、合理的费率制定需要

对相关作、Ip活动成本进行准确地分析。然而，日前还很少有文

献研究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在服务产品定价，尤其是在费

率制定方面的应用。因此，本文采用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通

过对城市配送的流程和作业活动的时间分析得出了新的城市

配送费率结构及费用计收公式。本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将介绍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和该方法下形成的新的城市配

送费率和费用计收公式；第四部分将介绍该方法在天津可口

可乐饮料公司配送服务定价中的应用；最后给出本文的主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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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假设成本对象产生活动的需求，活动的需求

进而产生对资源的需求。因此，传统的作业成本法通过两个阶

段将资源成本分配到成本对象【16|，如图l所示。

圉1 作业成本法成本分配过程图

来源：Tumey PBB．Co咖on cent：tlle ABC pe舶m蚰ce breaktIlmugll，IIow to

蚰cc既d诵tll acti“ty—ba8ed咖血l导C∞l t即hnolo盱【MJ．Hi岫m：1991．

传统作业成本模型从两个方面详尽考察了直接成本、间

接成本和与成本相关的非财务信息：一是从成本分摊的维度

提供r关于资源、作业和成本对象的因果关系路径；二是从流

程的维度为每一项活动的绩效考核提供，财务和非财务信

息。通过作业成本模型可以清晰地看出产品(服务)的需求，是

通过怎样的流程和活动而引致的成本消耗。然而在传统的作

业成本法中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的获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

人力，同时资源在逐步分配到不问作业，并转化为成本的过程

中需要保持严格的平衡。苛刻的约束条件限制了传统作业成

本法的进一步推广。而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通过直接测定

单位作业耗时来替代繁琐、难估的资源和作业动因，并将资源

动因和作业动因融合，大为简化了传统作业成本法，基本实施

步骤为：

(I)确定成本对象。成本对象是指需要计量成本和分配资

源的项目，如产品、部门等。

(2)按照传统会计科目计算成本对象的资源总成本。

(3)计算成本对象消耗的丁作总时间。工作总时间的计算

一般可通过上作的班次和每个班次的工作时间计算而得，有

节假日的服务型企业，需将节假日扣除。

(4)计算单位工作时间的资源成本。单位工作时间的资源

成本．即单位时间产能成本，是成本对象的资源总成本与成本

对象消耗的：[作总时间的比值。总成本和工作总时间统计的

时间段需要保持一致。

(5)按照作业流程将成本对象分解为各种作业活动。作业

流程的分解有粗有细，需依据研究的目的确定作业活动分解

的详细程度。

(6)测估每项作业活动的实际消耗时问。每项活动所花费

的时间是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的关键参数，可以通过管理

人员的经验或者观察得到，较传统作业成本法的资源动因测

算简单、易行。

@)分配资源成本。将单位时间的资源成本乘以每项活动

的作业时间得到每项活动的作业成本，各项活动作业成本之

和，即为成本对象的总成本。资源成本分配逻辑如图2所示：

成本

要素

资源

(资金、人员、设备等)

上
活动

l(加工、装配t运输等)．

上
产品、服务

车一差篓鬟粟
×

一一—一每项活动花<#==]4”“1⋯“
费的时间

<===]产品(服务)
的总成本

图2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资源成本分配

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是以单个活动消耗的时间为基础

构建的模型，而以提供服务产品为主的企业，因各活动之间是

非连续的承接关系，单个活动的时间消耗更容易测估，因此，

更加适合采用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

3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的城市配送服务定

价

目前，业界常用的配送收费方式包括i类：一是按配送量

计收费用，即以每单位的配送量为计费单位，如吨、立方米等。

总费用即为总配送量与费率的乘积；二是按配送次数计收费

用，不计具体的配送量，此种收费方式相当于包车运输；i是

按期计收费用。城市配送服务的客户的主要特征是订货量小、

订货频次高，在一趟线路中常常需要服务多家客户。而常用的

这三种费用计收方式，仅按照配送量、配送次数或者时间计收

费用，没有充分考虑配送车辆在客户处停留消耗的额外成本，

致使在相同配送量情况下，因客户数多而发生的额外成本得

不到补偿。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使得配送司机常常不愿送“零

散”客户。如何真实地反映配送中不同活动的成本消耗，形成

高效的激励机制，配送费率结构的优化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

键。

3．1 城市配送服务的活动时间分析

配送是一种特殊的、综合的物流活动形式，它包含了物流

中若干的功能要素，如保管、装卸、运输、客户服务和包装等。

城市配送服务特指同城内的，面向零售商和终端消费者的运

输、装卸和物流增值服务，配送产品为居民日常消费品。城市

的配送活动可以分为干线运输、客户间运输、客户装卸和客户

服务等环节，如图3所示。

(1)干线运输活动。干线运输指配送车辆到达第一个客户

和从最后一个客户回到配送中心或者仓库的运输活动。干线

运输时间与运输距离相关，运输距离越长，干线运输时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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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装卸。j服务

图3配送服务活动构成图

长。

(2)客户间运输活动。客户间的运输活动受线路安排、道

路状况、交通管制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而运输距离往往不是影

响客户问运输时间的主要参数。

(3)装卸与服务。城市配送服务是除销售之外，与客户直

接接触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城市配送服务在客户处往往不

是单纯的装卸活动，通常还包括发放宣传品和试销晶、摆放货

品和代收帐款等活动。因此，与一般的配送服务相比，城f}『配

送服务在客户处所花费的时间占配送服务总时间的比重较

大。

根据对天津市城市配送服务的实地调查【171和从业者的经

验，干线运输、客户I’日J运输、客户处等待、客户处的增值服务和

客户处的装卸搬运等活动的时间，旱现如下规律：

(1)干线运输时间在某“趟次”的配送服务流程中所占比

例较为固定，且随“趟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2)客户问运输时间、客户等待时间、客户服务时间等相

对于某一特定客户来说较为固定，日．随着每趟次配送的“客户

数”的增加而增加。客户数越多，客户间运输、客户处等待和客

户服务活动消耗的资源成本就越大，配送难度也越大。

(3)装卸时间相对于单位重量或单位体积的货物而言较

为固定，丑．随着每趟次配送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即装卸活动消

耗的资源成本随着装卸量的增加而增加。

3．2配送成本分配

根据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实施的基本步骤和城市配送

活动的时间特性，可以从“趟次”、“客户数”和“装卸量”三个维

度分配资源总成本，分配的逻辑过程如图4所示。

一⋯⋯⋯一一·-^·⋯⋯⋯⋯⋯!域市配谨簸备

图4基于时间驱动的城市配送服务作业成本分摊过程

从图4的成本分摊逻辑过程中可以看出：

一78～

(1)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将传统作业成本法中的资源

动因和作业动因融合为一个阶段，通过总作业时间、各个活动

的作业时间，将总资源成本分摊到各个作业活动中。

(2)趟次、客户数和装卸量是影响作业活动时间的驱动因

素，同时也就构成了计算不同作业活动成本的乘数因子。干线

运输时间可以通过“趟次”将资源成本转化为干线运输成本；

客户间运输时间、客户的等待时间、客户的服务时间等可以通

过“客户数”将资源成本转化为客户间运输和客户服务成本；

客户装卸时间则町以通过“重量、体积”将资源转化为装卸成

本。

(3)单纯地按照“配送量”、“次数”和“时间”的常用费率形

式，仅能准确反映城市配送服务中的部分活动，而对于客户处

的服务、客户处的等待以及客户间的运输等活动不能准确地

反映。

3．3费用计收公式和新费率

通过对基于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的成本分摊过程分

析，可以得出配送费用计算公式：

每趟次的配送费用=固定费率十(客户数一1)×单位客户费率

侃送总量×单位莺量(体积)费率 ⋯

其中：同定费率=平均干线运输时间×单位时间资源成本；

单位客户费率=(平均客户等待时间+平均客户服务时

间+平均客户问运输时间)×单位时间资源成本；

单位体积(重量)费率=平均装卸时间×单位时间资源

成本

3．4新配送费率优劣分析

通过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建市的作、业活动、成本动因

和资源总成本之i'nJ的因果关系模型，准确地描述了不同作业

活动的成本消耗，在此基础卜形成的新的配送费率和费用计

收公式，纠正了一般费率仪能准确反映部分成本的缺点，并且

该分析过程充分体现了作业成本法有效控制l’日1接成本和有效

管理作业的丰旨，可以帮助企业实现配送成本的精细化管理。

(1)形成“多劳多得”的激励体系。新的配送费率综合考虑

了配送量、配送客户数和配送趟次三个维度，避免了单一配送

量或者单一次数计收费用带来的线路“肥瘦”不均的问题，使

得配送家数多的，配送难度大的线路计收的费用高；而相对较

容易配送的线路，计收的费用也少。新的配送费率通过作业效

率导向，有效地提高了相关作业人员的工作效率。

(2)为企业提供了方便、有效的成本控制工具。新的配送

费率实施过程也是将配送服务的不同活动所消耗的时间进行

准确评估的过程，通过对时间的评估以及对影响作业时间的

因素分析，较容易发现冗余活动时间。并可进一步帮助企业提

高作业效率，控制作业成本。

(3)为企业服务合同签订提供了沟通桥梁。物流企业的产

品定价一般是通过合同的形式体现。新的配送费率和费用计

收公式为谈判双方出价提供了一个有效沟通的桥梁，可以使

双方在更大程度E共享相关信息，为企业I’日】实现双赢竞争提

供了有力的谈判工具，加强r双方的战略联盟。

然而新的配送费率时间参数的确定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

过程，需要经过多方的考量甚至实地测量才能取得准确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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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参数，信息收集的过程较为复杂，且新费率还有待在其他物

流服务活动中应用和推广。

4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配送服务定价

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作为可乐公司全球物流链中

的分销环节，物流运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的高低，成为了衡量公

司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为了专注核心资源，持续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能力，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逐步将其配送服务业

务进行外包，提高了物流运作效率。然而，受2007年油价上涨

和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与其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某第

j方城市配送服务商要求涨价。谈判中双方关注的主要问题

是，在天津可口Hr乐有限公司按配送量的计收费用的方式下，

第三方城市配送服务商希望仅承接配送家数少，单家客户订

货量大的配送服务，而将订货量小、配送家数多的配送服务甩

开。为此，如何计算费用、费率水平如何成为了双方关注的焦

点。我们采用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修订了天津可n可乐饮

料有限公司配送服务费率结构，并制定r新的费率水平。

4．1活动时间分析

在实施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之前，相关的作业人员凭

直觉认为配送作业成本都是与配送量相关，而与客户数无关。

因此，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支持配送活动的时间分析。所

以，采用了实地调研的方法，详细测算了每种配送活动的时间

分布，并统计分析了各种配送活动的时间与“趟次”、“客户

数”、“配送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并根据统计分析，得到了如表

1所示的各种配送活动花费的时间。

表1配送活动的nCf．1表

项 目 时问

(一)配送干线运输时间分钟／单线路 54 25

(二)客户配送时间分钟／客JF^l Il 295

(i)客户所用时问

1．装卸叫问 (分钟／杯箱) 0 2505

1．1地下审、项道、楼层 (分钟／杯箱) 048

1．2 ‘般情况 (分钟／标箱) 015

2．结算时间 (分钟／客户) 5 46

3等待时『日J (分钟／客，o， 658

4．2单位资源成本

按照传统会计科目，该第三方物流公司的资源总成本主

要包括车辆的折旧、车辆维修、养路费、车船税和车检等车辆

成本，司机、装卸丁和后勤管理人员等人工成本以及道路运输

许可等行政费用和其他管理费用，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

本两项。

按照每年的工作天数和每天T作的小时数，计算总工作

时间。根据资源总成本和工作总时间，即可计算出单位资源成

本，如表2所示。

4．3新费率与费用计收公式

根据测估的作业活动时间和单位资源成本，按照时间驱

动作业成本法的成本分摊逻辑，该公础的新费率计算过程如

图5所示。

表2单位资源成本表

项 目 金额

(一)同定成本 元／分钟

1．折旧 0．069

2．车辆费用 0．093

3．人员上资 0．462

(：)变动成本(油费) O．240

单位时间的燃油费

O．24Mrain

单位时间的固定费

0．624刃rain

的费率(F)

次

率C)

户

率(B)

O．25min／3"EU 0．16元／TEU

图5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新配送费率生成图

在进行成本分摊的时候，由于在客户处等待活动、客户处

结算活动和装卸活动，均不会发生燃油费用，所以这三项活动

仅分摊固定成本。

按照公式(1)的费用计收公式，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

司费用计收公式为：

销次竺警冒46“耖瓣D姐7 (2)
+配送总量×0．16

新费率在天津町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应用，不仅为公

司成本控制提供了有利的分析T具，也为天津町口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和某第i方物流服务商之间的谈判提供了清晰的成

本引致路径，加强了双方的沟通，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战略联

盟。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时间驱动的作业成本法研究和城市配送活动

的构成分析，提出了一套新的配送费率结构，弥补了单纯以

量、次数或者时间计收费用的不足。案例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

实际效果，新费率结构的可推广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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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嘞=l (f=l，⋯，刀) (2)
，=l

‰=0或1 (i=1，⋯，n：j：l，⋯，n) (3)

式(1)表示第i应急物资接收点只接受一个应急物流中

心分部的物资，式(2)表示第i应急物流中心分部只向一个应

急物资接收点配送物资。通过上述模型利用整数规划的求解

方法可以得到最佳的配送方案。

对于上述两个线性规划模型，在给定的样本数据下，还可

以应用Lingo等优化软件可以直接求解。对于指派问题可能出

现的多解，可以计算各种方案的成本，选取成本最低的方案。

在求解完后，可以得到两个城市间配送的最短路径以及最优

资源配送方案，并可以在保证及时性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4．3配送方案优势分析

本方案旨在灾害发生初期为应急物流中心提供一个快速

响应的配送方案。根据最短路问题模型可以使应急物资在物

资发送点与接收点之间按最短路径进行配送，保证应急物资

配送的及时性。根据指派问题模型制定的配送方案将物资发

送点与物资接收点一一对应起来，物资发送点可以根据物资

接收点的需求配送物资，实现了对应急物资有目的性的配送，

避免了局部地区物资过剩而其他地区不足的局面，同时使物

资的配送井然有序，避免物资配送混乱局面的出现。

5结论

及时合理的资源配送是应急管理的根本保证，对建立完

善的突发时间应急管理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突

发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应急物资紧缺性等特点，提出在

处理灾情的过程中，为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地获得所需的应

急物资，应在利用传统配送策略的基础上，通过将非受灾区的

应急物资发送点与受灾区的应急物资点间直接联系起来，应

用指派问题模型建立二者之间的配送网络，以使配送方案条

理化、易行、可靠。同时，文中提出的配送战略要在应急物流中

心及时进行区域划分以及及时掌握交通运输网络资料的基础

上，来实现应急物资的及时有效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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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雷壮吉 SD石油公司成品油二次物流成本管理研究 2008
    本文首先介绍了物流成本管理的概念、含义及相关的理论学说,又对我国成品油物流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我国成品油年消费量已经达到2亿吨,但成品

油物流管理工作刚刚起步,物流成本管理还处在摸索阶段,中国石化现有加油站3万座,2006年销售成品油1.2亿吨,由此可见中国石化在成品油销售上的主

导地位,中国石化的成品油物流管理体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SD石油公司是中国石化销售事业部下属的成品油销售分公司,负责SD省的成品油销售工作。

SD石油公司2006年流通总费用18亿,成品油物流配送相关费用约3.5亿,占总费用的近20％,所以,对物流配送成本进行分析和控制,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运

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文中详细介绍了作业成本法的原理和在物流成本核算中应用方法,分析了SD石油公司成品油物流配送

成本构成,运用作业成本法对SD石油公司成品油物流配送成本进行核算,通过作业成本的计算和分析,客观地反映了SD石油公司各油库的物流管理成本。

   结合SD石油公司实际情况,运用物流成本管理利控制理论,对成品油物流配送成本进行日常控制,并对控制模式进行了探讨。      通过实施物流成本

管理,丰富了SD石油公司成本管理体系,加强了成本控制手段,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物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物流技术和物流管理水平的提高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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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结果再通过物流成本管理系统评价,周而复始,从而实现物流成本的综合管理与控制。

2.学位论文 童学根 烟草商业企业物流配送成本管理研究 2004
    该文将对卷烟物流配送成本做一探讨,在介绍有关物流配送的内容、分类、功能以及作用的基础上,对目前烟草行业面临的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建立低

成本高效率的现代物流是烟草行业的必然选择.较为详细论述了物流成本管理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即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建立区域物流配送中心;运用节

约里程法,优化配送线路,提高配送效率;运用ABC库存管理方法,降低库存成本;重点介绍了作业成本法在卷烟物流配送成本中的应用;文章最后,对卷烟物

流配送成本控制方法进行了总结.希望通过物流成本的研究,为建立完善卷烟配送网络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3.学位论文 张明利 作业成本法在卷烟仓储物流项目选型决策的应用研究 2008
    目前，我国卷烟商业企业对物流成本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非常薄弱，在制度层面上只是进行了初步探索，各个物流企业仍然运用传统成本核

算方法计算成本。然而由于传统会计在企业成本核算中存在固有的缺陷，使得物流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物流企业市场拓展的瓶颈，也

是阻碍物流企业内部的有效运营管理与决策、资源优化配置的症结。      在此背景下，论文将被认为是确定和控制物流各环节费用最有前途的方法一

作业成本法引入卷烟商业企业物流成本管理，并对其在卷烟仓储物流项目选型决策中的应用进行了的探索性研究，试图为卷烟商业企业项目投资与管理

提供理论与决策支持。      论文首先分析了作业成本法的理论，探讨了物流企业的分类与运作，分析了物流企业的成本构成、成本特性及一般计算方

法。论文对传统成本核算制度和作业成本法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作业成本法的主要优点，并对物流企业实施作业成本法的意义和可行性进行了

研究。      其次，论文分析了作业成本法与价值链分析结合的理论基础，并利用价值链分析方法，确定卷烟商业企业物流配送最佳业务流程，确定实

施作业成本计算的重点环节。      论文着重分析了作业成本法的计算步骤、作业成本法在物流企业成本核算中的原理、技术路线、核算步骤和模型

，并归纳了烟草物流项目作业成本核算的应用模式，即作业成本法在物流项目选型决策中的应用。      最后总结了物流企业实施作业成本法的难点进

行分析，并对卷烟商业企业进一步实施作业成本核算提出了建议。

4.学位论文 庞铁军 湖南烟草商业集团物流成本控制研究 2008
    物流成本大小对以卷烟配送为核心经营模式的湖南烟草商业集团的经营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湖南烟草商业集团物流配送系统在近几年已逐

步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承担了集团内部物流配送的重任，但集团内部物流体系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尤其是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缺乏有

效的成本控制方法和手段，致使物流效益低下。如何对自身物流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制定先进的成本管理制度与控制方法，用最小的成本带来最大的效

益，是湖南烟草商业集团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本研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作业成本法的视角来研究湖南烟草商业集团物流成本控制问题，旨

在为集团物流成本控制提供一个可供操作的控制体系与具体实施方法。文章在介绍有关物流配送的内容、分类、功能及其成本特性的基础上，对湖南烟

草商业集团物流的实际运作流程进行分析，并结合集团物流的会计核算特点，把其物流作业划分为仓储、分拣、配送与综合管理四种作业，分析了四种

作业过程的成本特性并制定了每种作业的具体成本控制要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湖南烟草商业集团物流的成本控制体系，这是基于总体物流成本最低

理念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对物流成本进行的综合管理和控制过程。最后，结合湖南烟草商业集团物流的作业环节对物流成本控制的具体实施进行了设计

，这些措施主要围绕内部作业改进、仓储模式创新、配送线路优化、物流圈的整合和合理布局等作业层面优化物流成本管理，降低物流成本水平。

5.期刊论文 王静波.吴耀华.WANG Jing-bo.WU Yao-hua 烟草配送中心的作业成本管理研究 -山东大学学报（工学

版）2006,36(6)
    准确把握卷烟物流配送的成本以及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与管理,解决现行成本核算与管理方法中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是烟草配送中心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从阐述作业成本法的理论入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手段,提出了协调解决"物流成本冰山"难题与实践工作之间新思路.重点对烟草行业

物流成本核算过程展开分析与研究,并给出了作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模式.实践证明:利用作业成本管理法,可以得到烟草配送中心不同服务对象的物流成

本和不同作业的成本分布情况;成本差异分析以及成本管理,消除了非增值作业、流程再造、绩效评估等带来的成本计算误差,为烟草配送中心多元化发展

提供准确、充分的成本信息和数据支撑.

6.学位论文 张士龙 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成本及其绩效评价研究 2007
    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具有品种多，更新快，商品流转、添配、调配频繁，现代大型的出版发行企业大都采用连锁经营模式，企业既希望门店货架上可

以最大限度的摆放多种商品，满足顾客的要求，又不希望库存过高，增加存货风险和存货成本。为了满足顾客和企业的要求，保证连锁门店商品的快速

流转，及时、高效的物流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出版物的特点及出版发行业对物流的特殊要求，加之我国现在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水平普遍偏

低，针对出版发行业提供专业物流服务的更少，要实现出版发行企业多门店连锁高效运作对物流的要求，很多大型的企业都选择了自建出版物物流配送

中心。随着出版物物流的高速发展，企业对于物流的投入也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非常有必要对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的作业成本进行核算，同

时对配送中心的成本投入与输出进行绩效评价，做到改善作业的同时对配送中心作业成本加以控制，进而对其核心业务提供更高效的物流支持。

本文首先从出版物、出版发行行业和出版物物流的特点、现状、发展趋势出发，结合国内外对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成本和绩效评价研究现状，分析了出

版物物流对连锁经营模式下的出版物发行企业的重要性，接着引入了某大型出版物发型集团(A公司)案例，并从公司业务构架和企业发展角度分析了A公

司建立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性，介绍了A公司出版物物流的业务特点、关键问题、流程框架及配送中心详细情况。在此前提下，本文论

述了对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进行作业成本核算、控制以及绩效评价的必要性；配送中心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和运用DEA模型进行绩效评价的可行

性和基本原理。借鉴国内外企业对物流成本核算和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提出并构建了ABC-DEA综合模型，并对模型的运行原理和应用步骤加

以论述。最后运用ABC-DEA模型，对A公司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2006年12个月的数据进行了作业成本和绩效评价研究，通过实际算例对模型和方法加以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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