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8 成本管理解决方案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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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概述 

U8成本管理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加强成本的精细化管理，提高成本核算的效率与准确性，

提高成本核算的细度，加强成本定额、成本分析、成本预测、成本考核，使企业得以在接单

时有准确的成本数据作为报价依据，车间工资计算能展示有说服力的工时工票的明细信息，

准确找出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环节……U8成本管理解决方案不仅在生产环节管理成本，也在

业务环节管理成本，成本信息成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以及经营决策的有效工具。 

U8成本管理方案构成 

ERP1+成本管理 ，实现单品成本管理 

ERP2+成本管理，实现订单成本管理 

ERP3+成本管理，实现工序成本管理 

目标客户 

1、 面向制造企业，在制造业应用范围上没有具体的行业限制，普遍适用于广泛的离散制造

业、流程制造业、混合型制造业。 

2、 关注全面成本管理 

二、客户需求 

2.1无法依照现有成本信息做经营决策 

诊断：成本核算数据无法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管理者想通过成本资料知道：  

1. 产品型号多，到底哪个型号赚钱，哪个型号陪钱？  

2. 接受某客户订单时预计赚钱，最后真的赚钱吗？ 

3. 原材料价格波动大，到底影响到了哪个型号的产品，影响多少？ 

4. 产品的最终成本能不能还原成最原始的原材料，以便接单时进行模拟报价？ 

 



2.2成本核算效率难以提高 

诊断：财务每月月末迟迟不能提交成本表，成本会计每月还要加班加点，烦恼不已：  

1. 成本核算的数据来源多，计算复杂，稍微不甚就会出错 

2. 各部门手工汇总，提供给成本所需数据的速度慢，影响成本核算 

3. 月末各业务部门数据集中汇集到财务，只要一个部门数据不到位，成本就不能计算 

4. 各部门提供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要经过多个反复才能符合成本核算的要求 

5. 成本计算本身工作量大，手工计算效率低，财务人员即使加班加点，也需要一周时

间 

 

2.3没有科学的管理手段辅助进行成本预测、成本分析和制定成本定额 

诊断：成本是考核企业劳动耗费的综合指标，没有成本定额，就没有考核控制标准，就不知

道成本具体高在什么地方，所以成本定额非常重要，但是制定科学合理的成本定额却非常困

难： 

1. 缺少成本精细核算所需资料的长期积累   

2. 制定定额时，需要业务部门的大力基础工作，业务部门没有精力  

3. 成本预测模拟工作量大，需要多次反复推敲、测算，才能选择最优方案，手工核算

无能为力 

4. 不能多角度进行成本分析，不容易找到成本高的项目进行改进。 

 

2.4如何提高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诊断：因为成本数据不能真实反映生产成本实际，无法做到精确的成本计算。成本会计面临

的问题是：  

1. 手工模式下，各费用要素设置不可能很精细，所以计量也就无法准确，也做不到对

各费用要素按受益原则设置不同的分配率    

2. 在产品盘点、废料损失、联付产品等有不同的业务处理，只能简化处理   

3. 为简便核算，将费用在较高阶段就进行了分摊，也无法按照实际发生的过程进行逐

步合理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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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如何实现全面成本管理和控制？   

诊断：成本存在于企业管理管理的各个角落，企业老总始终困惑： 

1. 生产工艺、设备能力与竞争对手相同，人员配备与竞争对手相似，为什么生产成本

就是比竞争对手高？  

2. 材料供应有时过剩有时短缺，生产不平稳，造成生产成本高，怎么办？ 

3. 原材料质量不稳定，生产中经常出现次品、返工，造成生产成本高，怎么办？ 

4. 员工没有节约意识，领料多，剩余后堆积在车间，造成损坏和浪费，成本升高，怎

么办？  

5. 。。。。。。 

 

三、关键应用 

方案架构 

 

U8成本管理解决方案架构以成本核算为核心，以业务的精细化管理为基础，以成本管理方

法的应用为目标展开企业的全面成本管理应用。 

应用模式一：财务业务+成本管理，帮助企业实现物流环节降低成本，核算产品成本； 

应用模式二：财务业务+成本管理+生产管理，帮助企业实现物流环节降低成本，核算产品成

本，控制生产制造成本； 



应用模式三：财务业务+成本管理+生产管理+预算管理，帮助企业实现物流环节降低成本，

核算产品成本，控制生产制造成本，控制三大费用； 

 

3.1 诊断问题：如何精细化核算产品成本，辅助管理者决策？ 

对策一：细化成本核算对象  

成本对象应按产品、半成品型号进行划分，成本对象精细化，费用要素精细化，是成本

管理的第一步。 

对策二：加强成本核算的细度 

应按产品批次、按订单、按单台、按工序计算成本。精细的成本信息，可以帮助企业管

理者分析哪些产品赢利、哪些产品亏损；哪些订单赢利、哪些订单亏损，辅助管理者进行经

营决策。  

对策三：产品成本还原  

将产品成本从最后一个步骤起，还原为按材料费用、人工费用、制造费用、辅助费用、

其它费用等原始成本项目，通过产品成本汇总表、明细表对成本的原始构成进行还原分析。  

 

3.2 如何提高成本计算速度，快速反映经营成果？  

对策一：财务、供应链系统实现信息化  

财务和业务系统全部信息化，为成本管理奠定基础。 

对策二：自动读取业务系统数据，自动化卷积计算 

通过自定义取数公式，从业务系统自动归集材料消耗表、人工费用表、折旧费用表、完

工产品表、废品回收表等信息，自动进行费用分配，自动分层卷积计算。为减少反复，计算

成本之前进行有效性检查，提前发现不合规则的数据并做出修正，分层自动卷积计算。 

 

3.3 如何搞好成本预测、成本定额管理，降低生产成本？ 

对策一：成本预测，制定定额  

根据计划成本和历史期间的实际成本数据，运用一定的预测算法，来预测目标期间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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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测方法包括：趋势预测、历史同期数据预测、年度平均增长率预测。经过测算后，选

出优选方案，制定消耗定额、加工工时定额、费率定额等等。 

对策二： 标准成本管理   

如果企业销售订单相对稳定、加工工艺相对稳定，可以采用标准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

制定价格、消耗以及各种工时、费率等标准，计算标准成本，通过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

的差异进行分析。  

对策三：成本分析 

通过成本项目构成分析，成本中心内部利润分析，实际成本与成本定额的对比分析、实

际成本与标准成本的差异分析，分析不利差异，进行改进。 

 

3.4 如何处理特殊业务，提高成本核算准确性？  

对策一：材料、费用等成本要素精细化，自动归集  

将领用材料按品种、型号等进行准确出入库计量，领用材料或发生费用时，只要能确认

成本对象的，则直接记入成本对象；不能直接记入成本对象的材料或费用，即共用材料或共

用费用则记入成本中心，通过 ERP自动归集。 

对策二：制定科学的分摊、分配方法 

共用材料和共耗费用，需要根据受益原则，按科学方法进行分摊。 

对共用材料、直接工资、制造费用、在产

品等等选择科学的分摊、分配方法。   

对策三：产品报废、返工返修、降级、改制业

务、工序委外 等业务准确核算  

对于产品报废、返工返修、降级、改制等

特殊业务，通过与制造、质量等系统集成应用，

帮助企业清晰、准确核算这些例外业务的成本

流向和构成。 

 



3.5 如何进行全成本管理和控制？   

 对策一：业务系统管理从精细化核算入手 

划小核算单元，进行精细化核算，摸请家底，在算细帐的基础上发现问题。 

对策二：建立业务规则，规范业务流程，并严格执行，堵塞漏洞   

规范化管理，纸质的制度、规定、理念贯彻到具体

的业务当中，用现代化流程管理工具 ERP来落实，通过

不断优化作业流程，消除不增值作业，堵塞管理漏洞，

才能降低成本。 

对策三：不断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提升企业的整体管

理水平，降低整体生产经营成本 

ERP 系统提供的 MRP 计划运算、限额领料、质量检

验、供应商评价、插单模拟、供应商物料寄存管理、安

全库存管理、预算管理等等大量的被实践证明效果显著的管理方法，能够大幅提升企业的管

理水平，降低成本。 

对策四：对成本结果进行多角度分析 

在精细化核算成本的基础上，进行采购成本分析、库存资金占用分析等等，找到原因，

进行改进。 

降低成本不仅仅是财务的事情，也不仅仅是生产车间的事情，它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

所以要树立全员、全局、全过程的成本降低理念，使用科学的管理工具，采用综合治理、循

序渐进的方法，降低成本才能取得成效。 

 

四、应用价值 

 成本核算效率提高、数据准确：利用信息化平台，自动进行成本数据归集；自动进行

成本数据分配；自动进行分层卷积计算，成本卷积过程自动校验错误；大幅度提高成本

核算效率 

 成本核算精细度高：按产品类别、产品型号、批次、订单、件号、工序等不同细度进行

成本核算，充分满足企业需要。成本分层卷积计算，可计算各级半成品、成品的成本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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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角度成本分析帮助企业管理者进行成本预测和决策：成本中心内部利润分析、成本

项目构成分析、成本控制报告等，分析成本升高或降低原因，辅助进行成本决策；通过

趋势预测、历史同期数据预测、年度平均增长率预测等多种方法对成本中心和产品等不

同对象进行科学成本预测，为企业组织的绩效考核和产品报价提供科学依据。 

 多种成本核算体系，改进作业，消除浪费 ：支持原材料计划价、实际价的计价方式等

实际成本核算体系；支持标准成本核算体系，通过制定材料标准价格、标准消耗、标准

加工工时、标准费率等建立各项标准，帮助企业将实际与标准对比，找到差异，分析原

因，进行改进，消除浪费。 

 与供应链系统联合使用，显示其巨大优越性：采购价格管理、委外管理、代管仓库管

理、限额领料、采购成本分析、库存成本分析等综合性解决方案，才能体现 U8 成本管

理的价值。 

用友 U8 财务基础管理全面解决方案根据当前信息化财务核算的业务特点，结合用友 60 

余万用户经验推出的财务基础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本方案预置了丰富的流程导航图，并且根

据企业中岗位和人员职能的需求预置了不同的角色，通过角色驱动、流程导航帮助用户轻松

实现从预算到核算到财务分析的全过程管理。 

 加强了财务监督和控制作用：通过信息化手段，可穿透业务过程，追根溯源，从而有效

进行业务监督和控制。 

 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无论从财务信息及时性还是全面性、正确性方面都大幅度提高，

会计信息能够更好地为企业经营服务。 

 堵塞了管理漏洞：通过用友 U8系统提供的规范化业务流程、流程审批、预算、标准控

制以及不相容岗位权限控制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异常业务发生，堵塞管理漏洞。  

 提升财务核算效率：自动凭证、自动记账、自动转账、自动生成财务报表、自动计算所

得税、自动上报清缴、网上银行等一系列的自动处理功能大幅度提高了财务核算的效率

和财务信息的及时性。  

 降低经营风险，提升企业效益：通过加强资金的管控、费用精细化核算、应收账款账

龄分析以及固定资产全程跟踪等等，降低了资产流失、坏账以及营私舞弊等风险，提升

企业经济效益。 



五、成功案例-杭州高丝化妆品公司 

5.1 企业简介 

   高丝化妆品公司是日资独资企业，1988年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在 2005年由合资公司变为独资企业，于 2006年在上海成立了高丝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日

本国株式会社高丝是日本的三大化妆品生产厂商之一。 

 中国高丝注册资本 1240万美元，在全国设立了 19个分支机构，建立了独特、灵活的销

售方式及顾客管理体系。高丝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肯定，于 2001年 11

月通过了 ISO9001：2000认证。 

 

5.2 诊断问题 

在新市场竞争环境下，高丝与同行的其他生产高端产品的化妆品企业一样，由于原材料

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供应提前期长达6个多月，而原材料通用性差，但产品周期却越来越

短，市场变化多端，资源配制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予盾日益突出，给生产规划与成本管理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计划管理者——市场预测困难，计划跟不上变化；  

 技术管理者——产品结构信息不共享，物料改变及替代困难；  

 生产管理者——常有停工带料，紧急插单的安排困难，订单的执行情况无法控制；  

 仓库管理者——库存居高不下，短缺依然存在，找不到合适的存量；  

 采购管理者——没有精确采购计划，唯有多采购一点以防停工待料； 

 财务管理者——成本计算不准确，费用预算形同虚设，资金周转不畅。 

 

5.3 诊断方案  

为解决以上管理问题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立于不败之地，高丝领导非常关注企业资源的

动态优化整合，希望通过信息系统帮助企业进行资源规划和生产规划，并通过信息系统加强

标准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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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应用效果 

 财务部根据产品研发资料，制定消耗标准 

以前财务按产品大类进行计划价成本核算，不但核算粗放而且成本资料严重背离实际，

实施ERP之后，将计划价成本核算改为实际价成本核算，成本对象从大类核算到每个产品型

号，并且能核算到每个订单。2009年，公司在成本管理精细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实施了标

准成本制度，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奠定了基础。 

 按订单领料，按产品型号和订单自动计算各产品、订单的标准成本 

采用标准成本管理，需要为每个产品制定了标准加工工艺路线、标准消耗以及标准费率；

为每个成本中心的每个加工工序制定标准加工工时；根据市场情况，为每种材料制定标准单

价，实现了按产品型号和订单自动计算各产品、订单的标准成本。 

 动态的成本差异分析  

ERP系统可以自动卷积计算各半成品与产品的实际成本、标准成本，每订单的实际成本、

标准成本，然后分析计算价格差异和消耗差异，帮助管理人员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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