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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步伐的加快 ,各家银行为了保持竞争优势 ,在产品、服务、价格、质量、人才

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从成本角度来看 ,商业银行能否改变传统成本管理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 ,通过推行有

效的战略成本管理 ,建立起本行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成为商业银行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

对传统成本管理与战略成本管理进行了差异比较 ,分析了战略成本管理的优势及商业银行推行战略成本管理的必

要性 ,提出了现阶段商业银行推行战略成本管理的着力点 ,并需不断寻求特定条件下的最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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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成本管理已很难

完全适应逐渐开放的金融环境、银行重组改制等新

的金融形势发展需要 ,因此 ,引入战略成本管理便成

为必然选择。与传统成本管理相比 ,战略成本管理

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前瞻性及外向性等优势 ,从而

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成本管理在某些方面的局限

性 ,并且在商业银行竞争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1 　战略成本管理的涵义

从战略角度来研究成本形成与控制的战略成本

管理思想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英美等国管理会计

学者的倡导下逐步形成的。目前主流的对战略成本

管理的定义是 :“管理会计人员提供企业本身及其竞

争对手的分析资料 ,帮助管理者形成和评价企业战

略 ,从而创造竞争优势 ,以达到企业有效的适应外部

持续变化的环境的目的。”[1 ]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 ,

战略成本管理实质上就是企业战略与成本管理相结

合的产物 ,它是在成本管理中导入战略管理思想 ,实

现战略意义上的功能扩展 ,通过从战略高度对商业

银行成本结构和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 ,

寻求长期竞争优势的一种成本管理手段。战略成本

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价值链分析、成本动因分析和

战略定位几个方面。

2 　战略成本管理与传统成本管理的比
较

　　战略成本管理不是传统成本管理的简单翻版。

对战略成本管理进行全面研究可以发现 :首先 ,战略

成本管理是对传统成本管理的发展 ,而不是否定 ;其

次 ,战略成本管理的提出是基于战略管理的需要 ,它

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是和战略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相匹配的 ;最后 ,战略成本管理就是将成本信息的分

析与利用贯穿于战略管理循环 ,为战略管理的每一

个关键步骤提供战略性成本信息 ,以有利于商业银

行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核心竞争力的创造。与传统成

本管理相比较 ,战略成本管理有以下四个明显的特

点 :

211 　成本管理目的不同

战略成本管理的目的是成本开支的合理化 ,不

是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也就是说战略成本管

理是从商业银行竞争优势的培育、维持和提高这一

角度出发 ,重点关注商业银行的成本行为对其竞争

地位和竞争优势的影响 ,帮助决策者选择最佳的战

略方案 ,并辅之以对应的成本管理战略 ,探求持续

的、长期的提高其竞争地位的成本控制方法和成本

降低途径 ,借以促进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因此 ,战

略成本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压缩成本开支的

绝对额 ,它追求的是成本开支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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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成本管理重点的转移

战略成本管理重在成本避免 ,立足于预防。传

统成本管理重在成本节省 ,即力求在价值创造过程

中不消耗无谓的成本 ,或改进工作方式以节约本将

发生的成本支出 ,它表现为“成本维持”和“成本改

善”两种形式[2 ] 。再具体一点讲 ,战略成本管理要求

商业银行在产品策划和研发时就对该产品的市场定

位、目标客户、成本需求、经营规模等一系列具有源

流特质的成本动因进行全面综合的考虑 ,以从源头

上控制成本的发生。例如 ,商业银行在柜面操作系

统的程序设计阶段如果就考虑了今后的打印格式、

纸张规格等成本诉求的话 ,那么在实际应用时就会

节省大量的电子设备运转费和人力费用 ,这可比在

实际工作中想方设法地压缩打印纸的消耗要节约得

多。

213 　成本管理范围的拓展

与传统成本管理相比 ,战略成本管理是一种全

方位、多角度、突破商业银行边界的成本管理 ,它既

要关注商业银行提供服务产品的过程 ,又要关注产

品研发与设计环节 ,还必须考虑售后服务环节 ;既要

重视与上游资金供应者 (即存款客户) 的联系 ,又要

重视与下游资金使用者 (即贷款客户) 的合作 ;既要

关注商业银行内部的成本变化 ,又要关注商业银行

外部整个行业竞争环境的变化 ;它既要关注商业银

行自身的竞争地位和战略 ,也要关注竞争对手的竞

争地位和战略的变化[3 ] 。值得注意的是 ,在当今全

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渐加快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成

本管理还不应局限于国内而应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价

值链 ,以获取全球经济的组合优势。

214 　成本管理对象的变化

战略成本管理关注的是更深层的成本动因 ,表

面上看与成本管理无多少关联 ,如产品的前期市场

调研、流程设计、渠道规划等影响成本的实质性的因

素 ,可这些重要的因素恰恰是银行传统成本管理观

念忽略的。传统成本管理中关注的往往是如利息支

出、工资、会议费等表层上的因素。但事实上 ,表层

的成本项目往往并不是影响成本的最主要因素 ,而

除去表层项目之外的实质性因素却会对产品成本产

生根本性的影响。这些动因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形

成 ,且一经形成就难以改变 ,因此更需要从战略上予

以综合考虑[3 ] 。例如 ,电子银行已成为单笔交易成

本最低的银行服务渠道 ,它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商业

银行的整体经营成本 ,还可以提供“高效率、低风险”

的全天候服务 ,提高客户满意度。如果我们还不能

对这一趋势做出灵敏的市场反应 ,及时调整产品服

务的渠道战略 ,那么就会丧失产品分销渠道方面的

“低成本竞争优势”。

3 　对现阶段商业银行推行战略成本管
理的建议

　　战略成本管理相对传统成本管理有许多优势 ,

对于增强商业银行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提高经营

效益 ,具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在商业银行推行战略成

本管理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

311 　全面导入战略成本管理理念

人的活动在成本发生的各个阶段占主导地位 ,

人的素质、技能是成本管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中对成本管理影响最大的 ,是员工的成本理念和

成本意识。因此 ,在推行战略成本管理的初期 ,商业

银行可通过学习、宣传、培训等途径使全体员工认识

到战略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尤其应该培训商业银行

的高级管理人员 ,因为战略成本管理的成功并不仅

仅是靠基层部门的节能降耗 ,更重要的是靠高层管

理人员高瞻远瞩的成本意识及推行战略成本管理的

决心和恒心。当然 ,成本理念和成本意识的树立既

有赖于管理层的倡导、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员工素

质的普遍提高 ,还需要适当的利益机制、约束机制和

监督机制相配合。

现阶段 ,首先应树立以下战略成本管理理念 :

1)“做正确的事”而非“正确地做事”。即成本管

理必须同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相适应 ,偏离了整体发

展战略的成本管理就是一种无效的管理 ,也就是一

种最大的浪费。

2)想“提高经济增加值”而非“一味减少成本”。

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是产生价值增值 ,创造长期竞

争优势 ,而不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在成本管理中 ,

节约作为一种手段是不容置疑的 ,但它不是唯一的

手段。商业银行应该是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支出 ,获

得尽可能多的价值创造 ,从而提高成本收入比[4 ] 。

3)成本服从战略。从战略成本管理的视角来

看 ,成本降低是有条件和限度的 ,在某些情况下控制

成本费用 ,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产品质量或服务满

意度下降 ,因此 ,成本管理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商业银

行经营战略和竞争战略的实现。

312 　建立和完善战略成本管理体系

1)加强日常成本管理。日常成本管理就是在既

定的经营规模、技术条件、质量标准条件下 ,通过降

低消耗、提高成本收入比等措施降低成本[ 2 ]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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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时间流、空间流和业务流三个维度着手采取措

施 : ①从时间流着手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制订长期

成本控制计划、实行目标成本管理及产品寿命周期

成本管理等。②从空间流着手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

括建立多层次的成本管理体系、实施作业成本管理、

改善成本动因之间的联系等。③从业务流着手 ,可

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产品研发过程中的成本管

理、资本性支出中的成本管理、以及资金成本、风险

成本和经济资本成本的管理等。

2)改变成本发生的基础条件。①重构价值链 :

重构价值链能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的成本结构 ,

为进一步的成本降低奠定基础[2 ] 。例如 ,作为我行

与客户沟通平台和重要窗口的 95533 客户服务中

心 ,如果能统一集中到一级分行或总行 ,不仅可以降

低相关物力成本和人力成本 ,而且可以统一服务内

容、提高服务品质 ,提升客户满意度。②控制成本动

因 :控制成本动因可从作业成本动因和战略成本动

因两个方面着手。通过集中采购、定额管理等办法

可解决大量的作业成本动因方面的问题 ,通过流程

再造、渠道整合等办法可解决大量的战略成本动因

方面的问题[4 ] 。例如 ,通过加强战略成本管理人员

和设计开发人员的紧密配合 ,可以使设计开发人员

了解产品寿命周期的全过程 ,了解自己设计的每条

指令可能给商业银行的前台服务、产品营销和后台

支持带来的经济影响 ,使设计人员自觉地在功能性

与经济性之间做出最优的选择 ,从而设计出不仅客

户满意 ,同时也能给商业银行带来最大利益的产品 ,

以便从根本上降低成本 ,实现经济与技术的最佳结

合。

313 　拓宽成本管理范围 ,突出人力资本管理

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

资本管理 ,商业银行对“人”的认识和理解正在逐步

深化和发展。既然是“人力资本”,那它必然带有逐

利性 ,天生要求回报、追求最大的收益 ,但传统的成

本管理往往只重视物力成本而轻视人力成本 ,尤其

是轻视在人力资源上的开发、投资、培训和管理 ,所

以在战略上就先天不足。事实证明 ,加强人力资本

管理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商业银行 :第一 ,

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 ;第二 ,能有效地提高员工满意

度进而提高客户满意度 ;第三 ,可以提升人力资本管

理能力 ,从而增加人力资本的回报。

因此 ,在战略成本管理过程中 ,必须把人力资本

管理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 ,拓展员工个性发展空间 ,为员工的发展提供良

好的外部环境 ,使战略成本管理的思想根植于每个

员工的意识中。只有使每位员工都能积极参与成本

管理 ,才是完整的、最终能够取得成效的成本管理。

314 　加强“成本管理文化”建设 ,着眼于战略成本管

理的长效机制

要将战略成本管理思想融入到经营管理过程之

中 ,离不开成本管理文化的培育。成本管理文化是

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商业银行价值

理念的核心文化 ,与战略成本管理存在着必然的联

系。在知识经济时代 ,这种联系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成本管理文化强 ,就比较容易实施战略成本管理 ;反

之 ,就不利于战略成本管理在商业银行的实施和深

入。在商业银行推行战略成本管理 ,主要目的就是

要增强员工在降成本、增效益上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

增强商业银行员工的内部凝聚力 ,使战略成本管理

的思想体现于所有员工、所有阶段的所有行动 ,让他

们感觉是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像原来单纯依

靠规章制度来约束员工。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管理层

切实推行人性化的成本管理 ,使员工自觉自愿做到

对个人负责、对单位负责、对社会负责。

315 　建立健全战略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 ,强化成本控制

的内在动力 ,充分调动各层级、各部门及各位员工的

积极性 ,是战略成本管理目标实现的保证。在实际

工作中 ,虽然上级行从打造“低成本竞争优势”的角

度对成本控制有较为迫切的愿望 ,但下级行往往会

从本单位、本部门的自身利益出发 ,具有天生花钱的

冲动 ,且一般会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各项政策 ,把基

数做大、与上级行“博弈”。其根本原因在于上级行

在制度设计上没有激励成本控制的政策导向 ,反而

是基数越大越受益。因此 ,现阶段一是要推行成本

管理的“零基预算法”[4 ] ,对基本费用按成本动因重

新核定 ,对绩效费用按价值贡献挂钩挣取 ;二是要改

变人力费用与非人力费用人为割裂、相互不可调剂

的规定 ,从政策措施上激励各级行把节约的非人力

费用以一定比例转化为人力费用 ;三是要将成本管

理的内容和目标纳入关键业绩评价体系 ,建立成本

管理的目标责任制 ,让所有的成本都有人对其负责。

唯有将成本管理的效果与每位管理者和员工的切身

利益相联系 ,使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激励到位 ,才能

将商业银行战略成本管理的推行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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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 input of 29 provinces of China in 1985 and 2004 , and t hen examines t he difference of output elasticity for every

factor over two periods by economet ric models1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wit h t 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 t he proportion of input for land and la2
bor is decreasing , while t hat of capital is increasing1 As for as t he output elasticity is concerned , t he highest is t hat of capital , followed by t hose

of labor and land in turn in 20041 Compared wit h t hose of 1985 , t he output elasticity for capital , land and labor changed differentially , during

which t he first two declined in different scales , while t he last increased1 The findings also show t hat Chinese agriculture is experiencing t he peri2
od of increasing margin for factor input s , an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ncrease t he input of capital in t he near fut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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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ice Volatil ity of the Wheat Future Market and the Samuelson Hypothesis

ZHAN G Qi2wen , XIN G Yuan2yuan
(College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Nort heast Agriculture University , Harbin 150030 ,China)

Abstract : The ARCH effect of t he return time series of Chinese wheat futures is argued by analyzing t heir dist ribution of t he earnings yield and

volatility. The ARMA - GARCH models show t hat t he futures market s are wit h st rong clustering and persistence characteristics. The article

proves t hat t he Samuelson Hypot hesis dose exist in a majority of t he cont ract s analyzed t hrough adding t he dummy variable.

Key words :volatility ; ARCH model ; samuelson hypot hesis

821

技术经济 　　　　　　　　　　　　　　　　　　　　　　　　　　　　　　　　　　　　　　第 26 卷 　第 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