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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standard	equipment	determines	the	equipment	is	difficult	for	a	wide	range	of	generalization,	standardized	
design	and	production,	cause	the	increase	of	enterprise	cost,	non-standard	equipment	cost	control	has	become	the	enterprise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must	be	solved,	although	the	industry	has	a	lot	of	cost	control	method,	but	is	mostly	fragments,	for	a	link	of	[1],	did	
not	form	a	systematic	cost	control	method.	This	paper	with	the	cost	control	of	standard	equipment	contro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ost,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non-standar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o	purchas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ssembly,	installation	and	delivery,	from	the	top	design,	to	the	business	department,	and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formed	a	set	of	full,	total	factor,	the	whole	value	cha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cost	control	measure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cost	control,	rather	than	fragmented	cost	control,	hope	the	standar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cost	control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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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设备体系化成本管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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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标准设备的特点决定了设备难以进行大范围的通用化、标准化设计和生产，造成企业成本费用的增加，非标准设备的成
本费用管控就成为了企业亟待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虽然行业内有非常多的成本费用管控办法，但大都是片段式的、针
对某个环节的[1]，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成本费用管控办法。本文以非标准设备的成本管控为研究对象，从成本费用产生的
不同阶段，明确提出了非标设备制造企业从设计研发、到采购生产、组织装配、再到安装交付，从公司顶层设计，到业务
部门、再到财务部门形成了一套全员、全要素、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的成本费用管控措施，立足于体系化成本管控，而
不是片段式成本管控，希望对非标准设备制造企业的成本管控工作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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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

喜好千差万别，对产品的个性化需求与日俱增，这就倒逼终

端产品生产企业对上游设备制造企业提出了不同的功能、规

格、工艺、技术等要求，非标准设备已经成为设备制造企业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所谓非标准设备，是指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实施的统一

标准而制造的一些设备。非标准设备的特点是批量小、种类

多、功能多样以及开发时间短。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造成

企业在设计、制造中难以形成标准化、通用化设计和生产，

无形中增加了非标准设备制造企业的研发难度，增大了设备

从设计到生产装配环节的成本费用，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

间，使非标准设备制造企业举步维艰，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

效应，生存压力巨大。

非标准设备企业成本控制的难点就在于合同产品的非

标准特点，因为每台设备都不太一样，多少都有点差异，这

同老百姓的日常用品不一样，日常用品是生产制造商制造个

什么样的产品，老百姓就买什么样的产品；而非标准设备要

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比如：性能、外观、颜色、幅宽、

速度等等，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机型可以长期使用，很难进

行标准化、通用化的设计、生产。

这就要求卖家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设计、生产、制造，

形成一台达到客户要求的、符合合同规定内容的设备，然后再

运输到客户现场进行安装调试，运行正常、生产出合格产品后

才能交付，整个过程，处处都会有成本发生，都有资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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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市场推广、产品营销发生的费用在这里就不说

了，本文只讨论合同签订后，产品成本在企业内部各环节如

何进行有效管控。

2 公司层面，统筹成本费用的控制和管理

公司成立一把手挂帅的成本管控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依据《企业成本管理规范》完善成本管控制度 [2]，梳理并完

善与成本管控相关的管理办法，与成本、费用有关的业务部

门、管理部门都参与到公司成本管控工作中，形成全员参与

成本管控的态势。

利用生产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成本管控。积极推动生产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运用，进行生产流程再造，严格控制产

品成本，显著提升管理水平。

做好产品成本结构分析，关注产品成本构成中：材料费、

外协费、人工费、燃料动力费，制造费用、其他费用各自占

成本的比重，找到成本占比高的项目，作为成本管控的重点，

进行流程分析，探讨成本下降的办法。

3 研发方面，将目标成本法融入产品设计制
造全过程

非标准设备大都是先签订合同，再进行产品研发设计，

合同签订后，销售价格也就确定了，根据企业的中长期发展

目标确定目标利润，从而设定新产品的目标成本。目标成本

的计算采用销售减法公式 (即售价一利润 = 成本 )来确定 [3]。

确定目标成本后，将目标成本按产品结构分解落实到

产品和各个零部件上，持续进行目标成本控制，在此项工作

完成后，才能进行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

首先，对每项明细项目的组成进行列举，要以零件清

单的形式进行，如零件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等；其次，

将清单中列明的零部件或费用，从公司的生产资源管理系统

中调出明细零件的单位价格，汇总求和后，与确定的目标成

本进行比较，找出差异，对超过目标成本的零部件再进行一

次分析，是否有替代品，是否可以选用成本更低的结构或工

艺……经过反复的比较改进，做到在目标成本内完成产品的

设计、采购、生产、交付。再次，产品设计过程中要不断的

对比分析目标成本实际达到的水平和预测值得差距。对成本

费用项目进行明细分析，逐一分析哪些费用高，哪些费用低；

哪些费用是必须发生的，哪些费用是不用发生的；哪些是可

控的，哪些是不可控的……最终，在设计的过程中就要研究

和采用降低成本的措施和方法，确保不突破目标成本。要将

各项成本明细中的零件成本控制在目标成本中，至少是各项

目的总额控制在目标成本中。

4 采购方面，优化客户资源，降低采购成本

生产采购环节，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涨，

已导致各种零部件价格持续上涨，企业采取的比价采购、合

格供应商、战略合作伙伴、年初招标等等降低成本的办法已

经没有其优势了。所以想一味地依靠外协、采购环节的比价、

定价再去控制成本，收效甚微，甚至会出现不愿意看到的

结果。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降低采购成本 , 节约材料消耗

呢？首先，要建立材料采购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有关的文件

规定，提高材料采购及相关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和素质；其

次，要建立材料采购的计划，梳理采购、入库、仓储、会计

结算和处理等业务规程，提高各环节流通效率；再次，要建

立订货和采购的控制制度。通过建立严格的采购制度、建立

供应商档案和准入制度、建立价格档案和价格评价体系来加

强订货的内部控制制度，从生产供应环节压降采购成本。最

后，将公司非标准设备所需物资的外协、外购业务集中管理，

优化供应链管理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挥整体效应，

显著降低采购成本 [4]。 

5 生产制造方面，有效组织，精益生产，按
期交付

产品的制造环节，这个环节是在生产、采购的零部件

都按时到达企业开始的。一线技能工人将零部件从库房领用

到生产现场，按照装配说明书的要求，按步骤进行装配，只

要是按生产装配计划开始生产制造的，一般是不会有额外的

成本发生的，也都是正常的人工工资和日常动力、设备费的

发生。这里可以降低成本的办法就是提高一线工人的技术水

平，提高生产装配的速度，多生产出合格产品，加快产品交

付，生产效率提高了，就会降低固定费用的分摊 [5]。

加大对一线技能人员的培训力度，大力推行师傅带徒

弟行动，提高一线工人的技术水平，提高生产装配的速度，

多生产出合格产品，生产效率提高了，降低固定费用。

合理有效组织生产，采购部门与生产装配部门建立沟

通机制，保证生产装配计划与物料采购计划协调一致。确保

生产装配所需的零部件按时到达企业，按照生产计划完成每

天的生产装配任务，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交付产品，提高产

品交付率，降低场地占用，避免因晚交货发生的违约成本

发生。

至于后续的交付、安装环节，成本也是相对固定的。

交付环节，就要保证零件齐套，对整机交付需要的人员和时

间进行量化，合理安排人员，以最短的时间保证产品交付，

减少公司费用支出。什么规格的产品，交到什么地方，运费

基本是确定的；交付什么规格的产品，需要派几个人，需要

多长时间，这也是可以确定的。

6 管理方面，细化费用管控，提高管理效率

对于非标准设备制造企业来说，效率主要是指一线人

员单位时间内人均产出的多少，以及二线人员处理业务和解

决问题的速度。

一方面，是一线人员生产效率的提高。一线人员主要

是按图纸要求的工艺流程进行作业的人员，他们干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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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生产效率就会提高，这就要求一线人员要有熟练的技术

和过硬的本领，既出力又出活，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作为企

业的管理者，就需要加大对一线技能人员的培训力度，大力

推行师傅带徒弟行动，使一线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成长为技

术过硬的人员。一线人员在企业又是按不同的工种分成不同

的一线技术人员，不同的工种应制定出相应的操作规范和操

作流程，以方便一线技术人员按规范的流程操作，这样可以

减少因返工耽搁的时间。唯有如此，一线技能人员手里的任

务才能干的快、干得好，出活率高，整个生产效率才会提高。

另一方面，是二线人员管理效率的提高。二线人员是

按公司规章制度，机构设置而被安排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

部门又有不同的职能，要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范围，各部

门再将范围内的工作分解落实到不同的岗位上。可问题是每

个岗位上的人员在处理具体事情时，有快有慢，想法各异，

这也导致了效率不高。所以需要企业梳理出业务处理流程，

对每种业务每个过程如何处理进行明确的规定，形成业务操

作指导书，即实行标准化管理，这样就可以避免二线人员在

处理业务时没有标准可以参考。

7 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工作，提升成本管控水平

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工作，稳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结合经营发展目标和各部门现状，发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

参与公司降本增效活动，在日常工作中，勇于发现降本增效

的点，汇点成面，编制形成《降本增效实施方案》，确定降

本增效项目，责任部门、责任人，按照降本增效项目，落实

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的时间节点落

实降本增效工作，从具体的点上进行成本管控，不断提高管

理水平，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8 财经管理方面，采取多种支付方式，降低
资金成本

根据公司资金支出情况，严格执行公司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做好资金预算管理工作，使外协、外购付款，日常报销，

工资发放等严格控制在可使用资金额度之内；加快应收账款

的催收，强化资金使用的管控，合理安排资金支付，减少现

金支出，将更多的资金留在公司。

对外付款优先使用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充分利

用合作银行的各类票据业务，扩大供应链金融工具支付范

围，提高公司支付能力，缓解短期资金压力，改善公司经营

性净现金流量 , 降低公司资金成本。

9 绩效考核方面，建立内部报表体系，满足
考核需要

结合公司战略规划，根据当年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内

部收入利润指标完成目标，做好公司各项目、产品共用厂房、

场地、设备、水电等业务成本费用的分配，统一各项目、产

品损益表所列示的项目和基础表的格式，编制公司内部各项

目或产品损益表的填报说明，明确各项数据的取数要求，使

各项目、产品损益表更能反应全年的销售、成本、费用情况，

按照收入成的匹配原则，真实体现各项目、产品的盈利情况，

为年终考核评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0 人员建设方面，加强财务队伍建设，提升
财务管理水平

加强财务人员对公司组织架构、主营产品、财务体系

和财务制度等情况的学习，提高财务人员的非财务能力。定

期组织业务与财务人员交流，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结合业务管理，有针对性的对部门新人进行业务指导，

加强系统培训和人才梯队建设工作，进一步明确岗位职责，

加强岗位考核工作，完成好公司产品成本核算和管理工作。 

11 结语

进行成本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压降成本，降低费用，提

高盈利能力，但也不能只注重成本的管控，更应扩大产品销

售，研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公司产品产出的数量越多，销售

收入不断增涨，固定费用不变，才能通过规模效应达到盈利

目的。

企业要想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实现盈利，就要梳理

自身的业务流程，找出流程中的关键环节，重点分析是否可

以提高效率、控制成本，着重要看采取措施后，得到的效果

如何，效率是否提高了，成本是否降低了，对产品的影响有

多大，对企业的效益有何影响？

只有理顺了流程，抓住了关键环节进行效率的提高、

成本的控制，才能对企业的整体效率和效益有所贡献，实现

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收入、利润才会增长，企业

员工的收入也才能提高，真正实现“高质量、高效益、高效率”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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