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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科技进步，物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得以迅速发展。

物流企业为了提升竞争力，实现降本增效，经营者们对物流企业成本管理愈发重视。作业成本法(ABC)
是以作业作为中介，将间接成本进行科学的核算，准确地为企业提供了财务成本信息，为企业管理决策
提供数据支持。本文以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物流”)为例，通过ABC方法的运用，发现其

有利于实现企业物畅其流，降本增效的经营目标。通过对德邦物流ABC运用的分析研究，对同行业企业

进行成本管理提供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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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s the artery and basic industry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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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rapidl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and realize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operator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st management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 takes activity as an intermediary, scientifically 
calculates indirect costs, accurately provides financial cost information for enterprises, and pro-
vides data support for enterprise management decisions. Taking Deppon Logistics Co., Ltd. (he-
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eppon Logistics”)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ABC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it is conducive to the business goal of smooth material flow, cost reduction and effi-
ciency increas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ppon logistics ABC,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experience for cost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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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商品贸易的供给和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给全

球范围内供应链的延伸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高速增长的物流费用。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运

行遭遇不确定性挑战，国内外风险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制造业普遍受到缺芯、缺电、缺

舱、缺原材料等多重影响，企业对于各项成本的考量愈加重视。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的“第三利润源”，

目前仍有许多可优化的显性成本和待挖掘的隐形成本，不论是货主企业还是物流企业，都能在该项成本

中找到降本增效的突破口，实现对企业各项成本开支的精确把控和合理划拨。作业成本法以“作业”为

中心，通过对作业成本的确认和计算，对所有作业活动进行持续跟踪、动态反映，尽最大可能消除“不

增值作业”，改进“可增值作业”，提高决策、计划、控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因

此，物流作业成本法不仅是物流成本核算方法，而且是一种物流成本控制和管理方法，对于企业降低成

本、提升效益大有裨益。 
德邦物流服务的范围广，近年来公司采用扩张布局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提升大件快递的全链路时效

的目标，公司加大运力投入。在此背景下，德邦物流如何做到降本增效，提高企业竞争力是时下其面临

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 

2. 文献综述 

作业成本法的产生，最早出现在由美国人 Eric Kohler 教授于 1952 年编写的《会计师词典》中，第一

次提出作业、作业帐户以及作业会计等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斯坦伯斯(George Staubus)教授在《作业

成本计算和投入产出会计》一书首次给出了作业成本法(Activity Accounting, AA)的概念，并详细阐述了

作业成本的账务处理以及作业的投入、产出、控制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1]上世

纪 80 年代后期，伴随着各类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的大规模应用，美国企业界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了传统

成本核算方式的不适用性和对于现实发生成本的巨大偏差，这也加快了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计算方法的

研究和实际应用的进度。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青年学者库伯(Robin Cooper)和哈佛大学教授开普兰(Robert S. 
Kaplan)对一些美国公司进行调查后，进一步拓展了 Staubus 的研究内容并提出基于作业的成本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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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为当时美国的会计学界开启了崭新的篇章，更多的学者涌入作业会计的领域开展研究。 
我国最早引入作业成本法的是余绪缨教授(1994)，其在《会计研究》《当代财经》等期刊上提出作业

成本管理(ABM)、作业成本法(ABC)，对作业成本法的具体内容、框架以及内部联系做了详细地介绍。[3]
许多学者分析研究了将作业成本法应用到相关物流企业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案。樊燕萍等(2016)分析了第三

方物流企业作业成本和碳排放成本的构成分析，构建作业成本法模型计算碳排放成本，促进成本控制。[4]
李学工和齐美丽(2016)分析不同类型生鲜冷链物流成本偏高的原因，通过作业成本法梳理并核算生鲜电商

冷链物流成本，得出影响生鲜冷链物流成本的因素提出控制生鲜冷链成本的对策建议。[5]贲友红(2017)
以南通邮政速递企业为例分析了实施作业成本法在快递物流成本管理中的优势，同时提出了作业成本法

在实施中应注意的事项。[6]蒋丽芹等(2017)利用作业成本法计算 V 公司上一年度 T 产品成本并与原标准

成本法核算结果进行对比，对 T 产品作业成本管理改进升级，对其他企业具有参考价值。[7]姜岩和冯命

坤(2018)认为作业成本法引入企业物流成本管理具有可行性并对作业成本法在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的操作

化应用提出相关建议，有助于缩减间接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8]还有些学者将作业成本法的应用聚焦

于除物流外的其他行业。王哲(2021)探讨了作业成本法在炼钢厂中的应用。[9]郭爱军(2021)则是以 G 出

版社为例，探究作业成本法在出版行业的应用效果。[10] 
经过文献查阅和国内外对比研读，可以发现国内在作业成本法应用层面的探索相较于国外出于不利

地位，很大程度上国内只是引入了作业成本法这个概念，和具体的会计业务相结合的案例还是比较欠缺，

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居多。此外，快递物流企业的实际业务已经被证明符合作业成本法的应用范畴，但

是相关应用的成功案例依旧缺乏。本次研究以德邦物流为样本，试图找到一种实施作业成本法后物流企

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益的新路径。 

3. 研究主体介绍 

3.1. 德邦简介 

德邦物流创立于 1996 年，距今已有 25 年的发展历史。德邦快递始终坚持自营门店与事业合伙人相

结合的网络拓展模式。德邦物流的竞争优势在于拥有较为发达的物流网络基础、有大量的人才资源储备

以及对于市场的充分了解，一直以来，德邦物流都坚持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德邦在标准化作业方面已

遥遥领先国内同行。从下单、装卸、运输到提货各个环节，都做到了规范化管理。德邦快递覆盖快递、

快运、储存、整车与供应链等多元化的服务，以大件快递快递为核心服务，专业从事国内公路运输和航

空运输代理。公司坚持以“以客户为中心，以进取者为本，以团队创高效，坚持自我反思”作为核心价

值观。根据顾客的需求的改变以及社会时代环境的变迁，持续创新，为客户提供最优服务。 

3.2. 德邦物流成本情况 

2016~2020 年，德邦物流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各年年末分别实现 170.01 亿元、203.50 亿元、230.25
亿元、259.22 亿元和 275.04 亿元的收入。2016~2020 年，德邦物流营业成本也在逐年增加，由 2016 年的

167.61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42.96 亿元，约增长 44.96% (详见表 1)。 
德邦物流坚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核心，因此需要其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这让德邦物流在准时、

信息准确、差错小、服务周到等方面较有优势。但这样优质的服务难免需要更高的成本。而德邦物流一

直采用直营模式，管理成本较高，效率也相对较低，耗费的成本就较高。德邦物流成本主要分布在运输、

仓储、管理等方面，而在运输路线和运输数量上，公司没有达到最优的规划，因此也就没有做到成本最

低化。德邦物流以汽车运输为主，航空运输也有，运费主要由外请车费、油费、路桥费组成。若不能做

到规划好运输路线和数量，随着业务订单的增加，运输线路增长，运输的费用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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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nual profit statement of Deppon logistics from 2016 to 2020 
表 1. 2016~2020 年德邦物流年度利润表 

报告日期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营业总成本(万元) 2,719,529 2,586,252 2,246,474 1,994,737 1,676,130 

营业成本(万元) 2,429,599 2,334,870 1,977,905 1,763,953 1,472,072 

研发费用(万元) 5120 10,106 13,029 - - 

营业税金及附加(万元) 8135 7776 6597 6514 5371 

销售费用(万元) 48,307 40,695 39,583 33,720 18,828 

管理费用(万元) 218,606 180,459 191,335 176,609 173,260 

财务费用(万元) 9763 12,347 13,027 10,713 4504 

资产减值损失(万元) - - 5000 3228 209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万元) −1000 46 - - - 

营业利润(万元) 71,324 41,441 89,343 70,618 30,419 

营业外支出(万元) 3679 4608 3275 3404 2153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万元) - - - - 279 

利润总额(万元) 73,618 41,368 89,698 70,219 47,624 

所得税费用(万元) 17,104 9005 19,657 15,557 9630 

净利润(万元) 56,514 32,363 70,041 54,662 37,994 

4. 德邦物流作业成本法的运用 

4.1. ABC 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4.1.1. 可行性分析 
多年来作业成本法的相关理论基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并在实务界、企业管理者的配合帮助

下，先后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作业成本法在物流快递业的推广创造了条件、

增加了信心。 
目前德邦物流的管理层已经察觉到传统的成本核算方式无法准确衡量和体现企业的运营现状，认为

引入作业成本法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为后续作业成本法的具体实施和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

邦物流培养了一批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的财务人员。这些财务人员熟悉企业的业务

环节、成本构成和核算方式，愿意配合管理层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保证了作业成本法的顺利实施。

划分作业是作业成本法应用的重要一步，这就要求物流活动必须可以分解为若干个子作业中心，且每个

作业中心的界限明确。德邦物流的作业环节划分清楚，分类标准符合物流的理论基础，贴合企业的业务

实际，确保作业成本法的可行性。德邦物流通过研发先进可靠的信息系统，便利了数据的记录、传递和

更新，为日后业务的分析研判和成本核算提供了基础，便于挖掘数据的内在价值。信息系统的使用，减

轻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降低了作业成本法的实施难度，提高了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4.1.2. 必要性分析 
物流企业隶属于服务业，成本多以单个合同或者客户计算，间接费用占比较大。传统的成本计算方

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企业运营实际，不能满足企业管理、决策的需要，急需作业成本法的实施改善现状。

物流企业以实施作业成本法为契机，合理增加增值作业、减少非增值作业，控制成本，对整体的业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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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流程再造，创造整体业务的增值。同时，对员工的作业时间、作业效率、作业质量等指标进行计量，

有利于考核和评价员工的绩效水平，提升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作业成本法在准确计算每一环节的成本后，

能够给出综合的成本信息辅助企业定价，还能根据客户的差异微调定价，让定价有理可依有据可循，提

前预估企业的利润空间。 

4.2. ABC 核算 

德邦物流与多家加工企业都有固定合作，其中就有广东茂名荔枝企业。今年 5 月份德邦物流与甲、乙

两家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其中德邦物流在 5 月份将 60,000 件 A 货品从广东运送至浙江的甲公司，然后依照

每 3 天运送 2000 件的速度将 60,000 件 A 货品运至甲公司具体所在地址。德邦物流还打算在 5 月将 50,000
件 B 货物运送至江苏的乙公司，然后按照每 5 天运送 5000 件的速度将 50,000 件 B 货物运至乙公司具体所

在地址。德邦物流打算采用同样的这样的方案：分别将甲公司和乙公司所需的货品从广东运送至浙江和江

苏的仓库 a 和仓库 b，然后再从仓库 a 运送至甲公司所在地址，从仓库 b 运送至乙公司所在地。其中位于

浙江的 a仓库和位于江苏的 b仓库的面积分别为 800和 600平方米。案例中假设从广东至浙江的距离是 1250
公里，从广东到江苏的距离是 1350 公里，从 a、b 两个仓库至甲乙两家公司所在具体位置的距离相等。 

4.2.1. 确认资源的耗用及资源动因 
资源是在一定期间内为了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发生的费用项目，资源的界定是在作业界定的基础

上进行的，每项作业必涉及相关的资源。一个企业的资源包括有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生产维持成本、

间接制造费用以及生产过程以外的成本，例如广告费用。资源动因是指资源被各作业消耗的方式和原因，

是引起作业成本变动的因素，是把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的基本依据(详见表 2)。 
 
Table 2. Identification of resource drivers 
表 2. 资源动因确认 

耗用资源 人工 运输车 配送车 货架 装卸搬运工具 

资源动因 人工工时 运输车数 配送车数 货架数 装卸搬运工具数 

4.2.2. 作业的划分与资源分配 
作业成本法以作业为核心，以“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为依据，将企业所有成本费用按照

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进行归集(详见图 1)。根据德邦物流服务流程整理出来的资源情况和组织构成，将其

划分为七项作业：处理订单、运输货物、验收货品、卸货入库、储存货品、货品出库、配送货品作业中

心，作为资源费用追溯或分配对象的过程。 
 

 
Figure 1. Job division chart 
图 1. 作业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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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货物作业的间接和直接变动成本的资源耗用情况如下：第一，处理订单作业成本 5000 元(工作

人员工资 4500 元，其他费用 500 元)；第二，运输货物(包括间接变动成本和直接变动成本)；第三，车辆

折旧费、保养费、维修费等成本每辆车计为 8000 元；单位运输人员成本共 4600 元，包括 4500 元的人员

工资和 100 元的通讯费(详见表 3)。 
 
Table 3. Table of indirect variable costs of transporting goods 
表 3. 运输货物间接变动成本表 

成本类别 成本费用(元) 备注 

车辆成本 80,000 10 辆 

人工成本 92,000 20 人 

合计 172,000 - 

 
每辆车每公里的燃油费为 2 元，每辆车来回一趟 a 仓库的距离为 1250 × 2 = 2500 公里，所以每辆车

来回一趟 a 仓库的油耗为 2 × 2500 = 5000 元。每辆车来回一趟 b 仓库的距离为 1350 × 2 = 2700 公里，所

以每辆车来回一趟 a 的油耗为 2 × 2700 = 5400 元。我们将从广东到杭州往返的过路费的收费标准定为 630
元，从广东到江苏往返的过路费的收费标准为 700 元。运往甲公司需要 6 辆车，运往乙公司需要 4 辆车。

所以，德邦与甲公司的订单的直接变动成本为(5000 + 630) × 6 = 33780，与乙公司的订单的直接变动成本

为 24400 元(详见表 4)。 
 
Table 4. Table of direct variable costs of transporting goods 
表 4. 运输货物直接变动成本表 

成本类别 甲公司 乙公司 运输车辆(辆) 

油耗 30,000 21,600 6/4 

过路费 3780 2800 6/4 

合计 33,780 24,400 10 

 
其他作业的资源耗用情况如下：第一，验收货物成本 4000 元(验收人员工资 3500 元，其他费用 500

元)；第二，卸货入库共 4500 元(叉车司机工资 2000 元，装卸人员工资 1500 元，叉车折旧费 500 元，油

费 500 元。已经包含出库成本)；第三，储存货物间接成本为 20500 元(管理者工资 5000 元，仓库租金 15000
元，其他费用 700 元)；直接成本合计 3000 元(a、b 仓库雇佣两名临时管理人员工资)；第四，货物出库成

本共计4500元(该部分作业成本在卸货入库作业成本计算时已经一并计入其中，出库和入库分别2250元)，
第五，配送货物成本总和 13400 元，其中燃油费等直接成本为 900 元，汽车折旧费、维修费，司机工资

等间接成本为 12,500 元。将上述所有的成本费用求和就可以得出德邦物流在今年 5 月的作业成本总和共

计发生 285,080 元(详见表 5)。 
 
Table 5. Activity cost summary table 
表 5. 作业成本汇总表 

作业中心 
直接作业成本 

间接作业成本 合计 
甲公司 乙公司 

处理订单 - -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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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运输货物 33,780 24,400 172,000 230,180 

验收货物 - - 4000 4000 

卸货入库 - - 4500 4500 

储存货物 1500 1500 20,500 23,500 

货物出库 - - 4500 4500 

配送货物 450 450 12,500 13,400 

合计(元) 35,730 26,350 223,000 285,080 

4.2.3. 作业动因分析 
作业动因是引起作业耗用的成本动因，反映了作业耗用与最终产出的因果关系，是将作业成本分配

到流程、产品、分销渠道、客户等各成本核算对象的依据。通过分析比较各具体作业动因与作业成本之

间的相关关系，选择相关性最大的作业动因，作为德邦作业成本分配的基础(详见表 6)。 
 
Table 6. Cost drivers corresponding to activity centers 
表 6. 作业中心对应的成本动因 

作业 处理订单 运输货品 验收货品 卸货入库 储存货品 货品出库 配送商品 

成本动因 订单数量 运输距离 搬箱次数 入库次数 货品数量 出库次数 配送次数 

作业动因量 20 5200 2 2 1400 30 40 

4.2.4. 作业动因分配率计算 
作业成本分配，是指企业将各作业中心的作业成本按作业动因分配至产品等成本对象，并结合直接

追溯的资源费用，计算出各成本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过程(详见表 7)。 
作业成本分配率 = 作业总成本 ÷ 该作业动因总量公式(1)。 

 
Table 7. Table of assignment rate of activity drivers for each operation center 
表 7. 各作业中心的作业动因分配率表 

作业中心 资源动因 作业成本 作业动因 作业动因量 作业动因分配律 

处理订单 人工工时 5000 订单数量 40 125 元/单 

运输货物 运输车辆数 172,000 运输距离 5200 33.08 元/公里 

验收货物 人工工时 4000 验收次数 2 2000 元/次 

卸货入库 叉车数量 4500 入库次数 2 2250 元/次 

储存货物 货物数量 20,500 仓库面积 1400 14.64 元/平方米 

货物出库 叉车数量 4500 出库次数 30 150 元/次 

配送货物 配送车辆数 12,500 配送次数 40 312.5 元/次 

 
通过根据作业动因将各个作业的作业动因量分给各个公司，处理订单作业中，因为甲乙公司的订单

数量比为 3:1，所以将处理订单作业的动因量按照 3:1 的比例划分，最后根据上表求得的动因分配率乘以

相应的动因量，求得间接作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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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运输货物、验收货物、卸货入库、货物出库、配送货物等作业的间接作业成本。直接作业

成本则按照上表统计照抄。根据作业成本汇总表的数据以及背景条件，经计算可得： 
 
Table 8. Distribution schedule of total operating cost of Company A and B 
表 8. 甲乙公司作业总成本的分配明细表 

作业中心 作业动因分配率 公司 作业动因量 间接作业成本 直接作业成本 总成本 

处理订单 125 元/单 
甲 30 3750  3750 

乙 10 1250  1250 

运输货物 33.08 元/公里 
甲 2500 82,700 33780 116,280 

乙 2700 89,316 24400 113,500 

验收货物 2000 元/次 
甲 1 2000  2000 

乙 1 2000  2000 

卸货入库 2250 元/次 
甲 1 2250  2250 

乙 1 2250  2250 

储存货物 14.64 元/平方米 
甲 800 11,712 1500 13,212 

乙 600 8784 1500 10,284 

货物出库 150 元/次 
甲 18 2700  2700 

乙 12 1800  1800 

配送货物 312.5 元/次 
甲 24 7500 450 7950 

乙 16 5000 450 5450 

合计(元) - - - 223,012 62080 285,092 

 
根据表 8 可以看出，甲公司的作业总成本为 147,392 元，单位成本即为 147,392/60,000 = 2.45 元/件；

同理可得，乙公司的作业总成本为 137,284 元，单位成本即为 137,284/50,000 = 2.74 元/件。 

4.3. 与传统方法的比较 

下面我们将使用传统成本法对案例进行计算分析。因为两笔物流业务的总成本为 285,080 元，所以

甲、乙两家公司这两笔物流业务按照运输数量划分的成本。甲公司为 285,080/11 × 6 = 155,498 元，乙公

司的物流成本为 285,080/11 × 5 = 129,581 元。具体的对比分析详见表 9： 
 
Table 9. Activity-based costing i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activity-based costing 
表 9. 作业成本法与传统作业法比较表 

成本对象 
物流成本(元) 

差额 
传统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 

甲公司 155,498 147,392 8106 

乙公司 129,581 137,284 −7703 

总成本 285,080 285,092 −12 

 
通过上表可看出，采用传统成本法计算，甲公司的这笔物流业务的成本被高估了 8106 元，乙公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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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物流业务的成本则是低估了 7703 元，由此可以看出运用传统成本法计算出来的单位成本相较于作业成

本法计算出的物流成本是存在差异的，并不合理，不利于企业对业务成本有清晰识别。 

5. 作业成本法运用效果分析 

通过案例将传统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的核算结果进行比较比较，分析作业成本法在德邦物流应用产

生的效果。 

5.1. 成本核算的精确度提高 

通过传统成本法进行成本管理的方法没有单独的物流项目，例如用传统成本法计算甲、乙两家公司

这两笔物流业务的成本只按照运输数量划分，然而许多物流费用隐藏在仓储成本、管理费用、装卸搬运

费用中，容易被忽略从而导致物流成本核算不精确，影响管理者的决策。采用作业成本法可以更加精确

的分配共同成本，因为作业成本法相比较传统成本核算方法更加重视成本发生的动因，将物流成本按照

物流作业进行分类，然后把物流作业所消耗的资源按照资源动因分配到各项物流作业中进行计算。从而

区分某种产品或劳务所消耗的辅助作业的情况，针对不同的产品、作业活动，从中细分出单独的物流核

算项目[11]。这样的核算方式更加适合物流企业，其分配标准更加客观，获得的运输费用更加精准。运用

作业成本法计算德邦物流的成本，将其按服务流程划分为处理订单、运输货物、验收货品、卸货入库、

储存货品、货品出库、配送货品作业中心七项作业，作为资源费用追溯或分配对象的过程进行核算，得

出的数据更加精确，核算更加科学。 

5.2. 作业成本管理有效应用 

作业成本管理(ABCM)通过实施作业链和价值链分析、建立基于过程的责任中心、建立责任中心控制标

准、计算实际作业成本、差异计算和分析、业绩评价与持续改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进组织持续变革。 

5.2.1. 有助于进行成本分析 
传统成本法注重产品或服务，而作业成本法注重作业。运用作业成本法精确核算出甲乙两公司的成

本，可以有效改进作业，消除无增值作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例如，根据表 7 可得知甲公司在运输

货物作业上耗费的成本约占总成本 79%，德邦物流可以探索降低运输货物成本这一作业中心的方法，以

及其他流程细枝末节的修补，实现降本增效。 

5.2.2. 有助于成本科学分摊 
传统成本法是以单位产品耗用某种资源占资源消耗总额的比例作为所有间接制造成本分配依据，存

在对间接费用分配不准确的弊端。作业成本管理应用作业成本法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成本资料，见表 4
可得出每个作业中心所需的直接作业成本和间接作业成本不同，可以根据数据进行合理的成本分摊。 

5.2.3. 有助于多维决策支持 
德邦物流可以从根据成本动因分析成本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制定决策进行企业变革。例如，根据

表 5 可知德邦物流七项作业的成本动因和作业动因量，可以结合企业的微观视野和行业的宏观视野，对

“资源–动因–成本”链进行细致分析，制定多维决策，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更加合理。 

5.2.4. 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客户对于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向多样化、个性化发展。许多生产企业逐渐向小批量、

多样化的生产方式转变。导致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变的逐渐多样化，从而出现很多的组合选择，而根据

企业服务的组合对象的不同，其相应的间接成本也会随之变化[12]。德邦物流可以通过作业成本法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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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不同的产品组合所需要的成本分别是多少，进行分析，找到最适合顾客的服务方式，更好的满足服

务对象的需求，提高自身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达到降本增效的总目标。例如案例中，德邦物流可以提前计

算甲乙两公司合作业务所需成本，然后制定最佳的服务方案，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5.3. 绩效评价的效率提升 

在物流企业中，物流作业链更是一条责任链，以物流成本库为新的物流成本责任中心，归集作业环

节中所涵盖的成本要素，分析评价其发生的合理性，以能否为最终产品(客户或服务合同)增加价值作为合

理性的标准，对企业价值链进行有效的分析——按能否提高价值链的价值，对增值作业与非增值作业进

行有效的区分。根据案例分析中表 4 的数据可知不同作业中心成本在作业链中发挥的作业也不相同，占

总成本比例不同，可以以此为依据对各作业中心进行绩效评价，从不同的阶段来控制与管理企业的运营

效果与收益情况，最终发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为物流作业降本增效提供合理化建议，从而帮助

物流企业实现持续、高效、健康发展。 

5.4. 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提高 

员工的积极性是企业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保障。在作业成本法的计算过程中，始终是以资源耗用量

和作业消耗情况为重点，以成本动因为基础的[13]。例如案例中不同作业中心所需人力不同，例如处理订

单和验收货物两项作业的资源动因都是人工工时，但是处理订单作业成本是 5000，作业动因量是 20，而

验收货物作业成本是 4000，作业动因量是 2。因此员工待遇不能平均处理，以作业量为计算和考核成本

的责任单位，设置成本控制责任中心，有利于打破传统成本法的瓶颈，充分发挥各作业单位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同时科学的薪酬激励体系也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作业成本法作为一种可以制定

更加精准的资源消耗模型的工具，它使企业管理者更加准确地预测企业对资源的消耗，提高了预算的准

确度，增加了薪酬激励制度的合理性，进而促进员工积极性的提升。 

6. 总结与展望 

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宏观层面来分析，物流成本占据一个国家生产总数的比值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物流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从微观层面来分析，物流成本占据公司综合成本的比值较高，

此费用的高低显著作用于公司利润能力和竞争能力，从而对物流成本进行有效地管理成为企业挖掘利润

的主要途径之一。但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使物流企业面临诸多问题，已无法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因此，

管理者需要使用强大且高效的成本管理方式对此领域成本开展精准的核算和监管，最后完成减少物流综

合成本、确保公司效益增值以及提升社会效益的综合目标。 
本案例通过分析德邦物流企业，了解其应用作业成本法的概况并与传统成本法进行比较，最后得出

结论：作业成本法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成本法的局限性，提高成本核算的精准度、成本管理的效果、绩效

评价效果以及员工的积极性。 
作业成本法作为一种先进的成本计算方法，其应用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实施作业成本法是一项比较

复杂的工程，其适合间接费用占比较大的物流企业成本控制的要求，适应了物流企业的运作模式、产品

特性和成本构成等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物流成本核算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及时有

效利用作业成本法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是现在也是未来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Staubus, G.J. (1971) Activity Costing and Input—Output Accounting. Richard D. lrwin, Homewood, Illinois, 254 p.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2.111003


戴钰慧 等 
 

 

DOI: 10.12677/fia.2022.111003 24 国际会计前沿 
 

[2] 罗宾∙库珀, 罗伯特∙S∙卡普兰, 等. 成本管理系统设计[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3] 余绪缨. 以 ABM 为核心的新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J]. 当代财经, 1994(4): 54-56. 

[4] 樊燕萍, 闫森炜, 房玲. 低碳供应链环境下作业成本法在第三方物流企业中的应用[J]. 工业技术经济, 2016, 
35(6): 122-133. 

[5] 李学工, 齐美丽. 生鲜电商冷链物流的成本控制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6(4): 52-60. 

[6] 贲友红. 新常态下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物流模式与发展路径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17(1): 75-77. 

[7] 蒋丽芹, 许明月, 乔艳丽. 作业成本法在企业产品成本管理中的应用[J]. 财会月刊, 2017(22): 51-60. 

[8] 姜岩, 冯命坤. 基于作业成本法的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研究[J]. 物流科技, 2018, 41(8): 28-31. 

[9] 王哲. 作业成本法在炼钢厂中的应用[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21, 24(17): 77-82. 

[10] 郭爱军, 刘涛. 作业成本法的实践与创新——以 G 出版社为例[J]. 商业会计, 2021(18):85-88. 

[11] 张雪华. 作业成本法在物流企业的应用研究[J]. 会计师, 2019(13): 24-25. 

[12] 胡佳. 作业成本法的发展与应用研究综述[J].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 2021(1): 177-178. 

[13] 赵芳. 作业成本法在物流企业中的应用探究[J]. 全国流通经济, 2021(7): 187-189.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2.111003

	物畅其流，降本增效
	——探析作业成本法在德邦物流的应用
	摘  要
	关键词
	Smooth Logistics Services to Cut Costs and Improve Effectiveness
	—Probing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in Deppon Logistic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综述
	3. 研究主体介绍
	3.1. 德邦简介
	3.2. 德邦物流成本情况

	4. 德邦物流作业成本法的运用
	4.1. ABC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4.1.1. 可行性分析
	4.1.2. 必要性分析

	4.2. ABC核算
	4.2.1. 确认资源的耗用及资源动因
	4.2.2. 作业的划分与资源分配
	4.2.3. 作业动因分析
	4.2.4. 作业动因分配率计算

	4.3. 与传统方法的比较

	5. 作业成本法运用效果分析
	5.1. 成本核算的精确度提高
	5.2. 作业成本管理有效应用
	5.2.1. 有助于进行成本分析
	5.2.2. 有助于成本科学分摊
	5.2.3. 有助于多维决策支持
	5.2.4. 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

	5.3. 绩效评价的效率提升
	5.4. 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提高

	6.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