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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热电联产企业的生产模式较为复杂，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在资源分配和成本核算上存在诸多局限，难以准确反映

各作业环节的实际成本消耗情况。作业成本管理（ABC）则以作业作为成本归集的核心单元，通过成本动因来

合理分配间接费用，为企业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成本信息。本研究针对热电联产企业的作业特点，探讨了作业成

本管理的适用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应用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作业识别与成本动因分析、构建基于能源流动的成

本核算体系、优化资源消耗、利用信息化平台支持实现动态成本监控，以及建立作业成本绩效评价机制。研究

的目的旨在为企业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思路，提高成本核算的准确性，优化生产流程，进而提升经济效益。

通过科学应用作业成本管理，热电联产企业能够更精确地控制成本，实现精细化管理，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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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duction model of combined heat and power（CHP）enterprises is relatively complex.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methods have many limitation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st accounting，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reflect the 

actual cost consumption of each operational stage. Activity-based costing（ABC）uses activities as the core units for cost 

accumulation，reasonably allocating indirect costs through cost drivers，providing more detailed cost information for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pplicability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management in CHP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ir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application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activity 

identification and cost driver analysis，building a cost accounting system based on energy flow，optimizing resource 

consumption，leveraging information platforms to support dynamic cost monitoring，and establishing an activity-based 

cos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practical management ideas for 

enterprises，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ost accounting，optimize production processes，and thereby enhance economic 

efficiency. By scientifically applying activity-based costing management，CHP enterprises can more precisely control 

costs，achieve refined management，and thus strengthen their marke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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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热电联产企业在能源利用效率和环保效益上展现出显

著优势，然而，由于其生产过程中电力和热能的耦合特性，

成本管理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的成本核算方式往往采用产量

或人工工时进行成本分摊，这难以准确体现各作业环节对总

成本的贡献度，导致成本信息失真，进而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的准确性。在能源价格波动和环保政策日益严格的背景下，

实现精细化成本管理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需求。作业

成本管理以作业作为成本归集的基础，通过深入分析成本动

因，实现资源消耗与成本分配的精确匹配，为企业优化成本

控制提供了新途径。鉴于此，本文立足热电联产企业的实际

需求，探讨作业成本管理的应用策略，旨在通过科学的成本

核算方法，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进而

提升经济效益。 

1.作业成本管理与热电联产的理论基础 

1.1 作业成本管理（ABC）的内涵与核心原理 

作业成本管理（Activity-Based Costing，ABC）是一种强

调成本归集精确性的成本分配方法。其核心思想在于，将企

业的各项作业作为成本归集的基础，通过识别具体作业并计

算资源消耗情况，从而合理分摊成本[1]。与传统成本核算方

法主要依据生产量或直接人工工时分摊间接成本不同，作业

成本管理更侧重于揭示资源使用的本质，能够真实反映各项

作业对成本的贡献。在实际应用中，该方法利用成本动因

（Cost Drivers）来衡量各作业对成本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分

配依据，提高了成本信息的准确性。对于成本结构复杂、间

接费用占比较高的企业而言，作业成本管理能够更细致地揭

示成本构成，有效避免了粗放式成本分配模式所带来的管理

偏差。因此，在精细化管理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作业成

本管理成为了优化企业成本控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

工具。 

1.2 热电联产企业的生产运营特征分析 

热电联产的制造运营过程既涉及蒸汽产品也涉及电力

产品生产，生产模式具有联产品生产的特点。热电联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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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运营中，机组产出的蒸汽可以用于带动汽轮发电机发

电，而无法带动汽轮机发电机组的热能可用于工业加热或民

用供热[2]。电力产品与热能产品的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

特征，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必须兼顾负荷调节与能源利用效

率。燃料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较大，煤炭、天然气等

原料采购价格波动会导致企业利润的直接变动。同时行业也

具有设备投入大、运行成本高、设备维护维修任务重的特点，

固定资产的折旧与修理的占比相对较高。考虑到资源利用的

不可逆转性，制造运营过程中企业需要对于不同产品制造过

程所耗用的能源与运营成本能够进行准确核算，做到既保证

企业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能实现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传统

的成本核算方式不能准确反映热电联产的制造运营过程中

涉及多个产品的成本归集的情况，因此热电联产制造运营的

企业亟需科学化的企业成本管理方案对其进行管理。 

2.热电联产企业成本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热电联产企业现行成本管理模式概述 

绝大多数热电联产企业在核算成本时，依旧采用传统的

核算方式，即将企业产品直接成本进行归集并按照产量占比

对间接成本进行分配。虽然这种方式在以前在一定时期内是

有效的，但由于能源价格变化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此方法

显现出严重的弊端，在生产过程中，电力与蒸汽之间具有耦

合关系，仅按产量占比分配方式，既不能准确衡量对各个产

品成本的影响，也不符合企业实际成本要求；而且在企业各

项成本支出中占比较高的是燃料成本、折旧费、维修成本，

但这种成本的确认及分配过于简单，不能准确显示在不同生

产环节上成本的实际占用情况。在财务管理方面，目前的成

本会计核算不能体现企业内部资源使用的相关指标，企业在

调节价格以及生产调度中不依赖正确、准确的成本核算，很

容易使企业在运营决策上出现失误和差错。 

2.2 传统成本核算方法的局限性 

传统核算方式由于作业间接成本的分配过于粗糙，造成

热电联产作业成本无法真实反映作业的实际消耗，比如电力

作业过程中燃煤机组与燃气机组存在成本差异性，但在核算

中无论产量多少或其他工时数，燃煤机组与燃气机组的成本

使用都按照同样的标准分摊，造成成本信息出现扭曲。还有

是传统方式无法将高能耗作业与低能耗作业区分开来，不利

于企业根据成本信息对电力生产进行合理的生产调度，就可

能导致浪费资源等。对于一些需要开展精细化作业成本管

理，而进行精准产品定价、作业成本控制和绩效考评需要更

为精准的信息来进行决策的企业，不利于企业盈余的增长。 

2.3 作业成本管理的引入可行性 

在作业成本法下，可对热电联产企业成本发生的不同作

业单元进行更加细化的成本核算与分配，使成本核算结果更

趋精准，符合企业现实运营的需要。热电联产企业的成本中，

包括了燃料成本的采购、燃料的燃烧、燃料热量的转化、电

量的生产与销售、余热回收等多种作业阶段，且不同作业产

生的成本效益具有差异性[3]。应用作业成本法，将使企业对

企业各作业阶段的成本资源消耗一目了然，将能辨别不同作

业所耗费的成本高低与作业成本价值的大小，这将在较大程

度上为企业进行生产优化提供基础数据及指导资料。另外，

通过应用作业成本法，企业的成本控制工作体系将得到优

化，成本管理人员应对成本消耗的敏锐度将会大大提高。目

前，企业在政策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的推动下，若想

取得更好的经营效益与市场竞争力，将作业成本法引进企业

必将是一件较为明智的选择。 

3.作业成本管理在热电联产企业的应用策略设计 

3.1 作业识别与成本动因的多维度分析 

热电联产企业各个作业包括燃料采购、锅炉燃烧、蒸汽

传送、电力转换、余热回收等环节，各个作业的成本构成和

资源动因并不一样，进行有效的作业识别是准确进行成本核

算的前提。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将企业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整

体而忽视了企业实际的作业成本动因，这种方式导致成本信

息产生扭曲。作业成本管理强调将企业内部的诸多作业进行

分解，深入具体作业过程中的资源耗费，进行具体作业的成

本归集。热电联产企业选取的成本动因应对应不同作业成本

的分配，成本动因有燃料消耗、设备运转、设备维护、蒸汽

负荷、电力负荷等，单一维度的成本动因无法对应复杂繁琐

的资源流动信息，应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各个作业环节的

物理流、能量流、时间耗费等方面的原因。成本动因不能单

单依靠一个来进行分配成本，作业成本管理更应注重综合不

同作业各项目标，形成对成本来源的合理性的评价，及时识

别出作业过程中的“高成本”作业，进行资源合理配置。 

3.2 基于能源流动作业链的成本核算体系构建 

能源流也是热电联产企业主要的生产方式，电、汽生产

作业的相互关联较密切，所以热电联产企业在作业成本管理

的过程中，应该在能源流的基础上构建成本核算的基础平

台，使能源流与成本分摊相一致。传统的成本核算一般按照

产量比例进行分摊，而通过比例进行分摊往往会出现对高耗

能作业少分配，而对低耗能作业多分配的现象[4]。要构建成

本核算体系，就需要在能源流的基础上将生产流程进行分

解，从而把生产过程分解成燃料输入、能量转化、电量输出、

热能回收等不同作业，根据不同的作业消耗进行成本的归

集，燃料应该根据每台机组的不同效率进行划分，设备折旧

及维修费用则要根据运行的时长及运行负荷进行配比。构建

基于能源流的成本核算体系，才能避免传统成本核算所引发

的扭曲现象，更加真实可信地进行成本信息的归集，使成本

信息为精细化管理提供依据。 

3.3 资源消耗与生产流程的协同优化策略 

成本优化不仅仅局限于精确核算，更重要的是利用成本

信息的反馈来优化生产流程，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

化。对于热电联产企业而言，资源消耗主要集中在燃料使用、

设备运行以及维护保养等方面，因此，通过作业成本管理来

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5]。在制

定优化策略的过程中，应结合作业成本数据，深入分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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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资源消耗情况，识别出高成本作业，并探寻改进方向。

例如，在燃料管理方面，可以通过作业成本分析，调整燃煤

机组与燃气机组的运行策略，降低高成本燃料的使用比例，

或者优化燃烧效率，以减少单位电力或蒸汽的燃料消耗。在

设备运行方面，可以依据作业成本数据，优化机组调度策略，

确保高能效机组优先运行，在低负荷时减少低效机组的运

转，从而降低整体能耗。此外，设备维护作业的成本也应纳

入优化范围，通过数据分析，把握关键设备的维护成本趋势，

优化维护周期，以避免不必要的维护成本支出。资源消耗优

化的核心在于作业成本数据的有效应用。通过实时监控和反

馈，及时调整生产流程，使企业在确保生产稳定的同时，最

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浪费，提高经营效益。 

3.4 信息化平台支持下的动态成本监控 

作业成本管理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信息化系统的有力支

撑。热电联产企业的作业活动涵盖多个环节，成本数据的获

取与处理需借助高效的信息管理手段来完成。传统的成本管

理方式往往依赖人工核算，数据滞后且分析维度受限，难以

满足现代企业对动态管理的需求。而信息化平台的引入，则

使作业成本管理得以实现动态监控，从而提高了管理决策的

时效性。信息化平台的构建应涵盖数据采集、成本归集、分

析优化等多个功能模块。在数据采集方面，通过智能传感器

与 SCADA（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实时获取机组运行

数据、燃料消耗情况、设备维护记录等信息，为成本归集提

供精确的数据支持。在成本归集方面，系统能够自动按照作

业动因进行成本分配，并生成动态成本报表，使管理层能够

清晰掌握不同作业的成本变化趋势。在分析优化方面，信息

化系统可集成大数据分析模型，实时识别高成本作业，并提

供优化建议，从而增强企业对成本变化的应对能力。信息化

平台不仅提升了成本管理的效率，还增强了企业的成本控制

力，使管理层能够基于实时数据进行精细化运营，进而提高

整体经济效益。 

3.5 作业成本绩效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 

成本管理的核心目标在于持续优化经营效率，而仅凭一

次性的成本分析难以达成长期的降本增效目标。因此，必须

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确保作业成本管理能够形成闭环改进机

制。对于热电联产企业而言，其绩效评价应基于作业成本数

据，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考核指标，使成本管理成为企业运营

的核心环节。在构建绩效评价体系时，需关注多个维度，包

括作业效率、资源消耗率、单位产品成本等关键指标。例如，

可以设定单位电力成本和单位蒸汽成本作为核心考核指标，

并结合不同机组的运行特性，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绩效评价模

型。同时，还需对各作业单元的成本优化情况进行持续跟踪，

通过历史数据的对比分析，评估成本优化措施的有效性。在

持续改进方面，企业应建立健全的成本反馈机制，定期开展

成本分析会议，针对高成本作业提出优化方案，并跟踪改进

效果。此外，可以引入数据驱动的智能优化算法，利用历史

数据建模预测未来成本变化趋势，从而提前制定应对策略，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成本管理能力。通过构建作业成本绩效评

价体系，企业能够形成系统化的成本优化机制，使作业成本

管理不仅局限于数据分析层面，而是深入到企业运营的每一

个环节，推动企业实现持续的成本优化与经营提升。 

4.结语 

综上所述，作业成本管理在热电联产企业的应用，不仅

是管理模式的一次革新，更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企业对精细化核算的

需求，而作业成本管理则能够精准识别各作业环节的资源消

耗情况，为企业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成本优化策略。相关

研究表明，基于作业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的成本控制能力，优化生产流程，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此

外，信息化平台的引入进一步增强了成本监控的实时性，为

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展望未来，随着市

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和管理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业成本管理将

在热电联产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企业需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步完善作业成本管理体系，使其真正

成为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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