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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业财融合下JF公司的定额管理

◆杨继花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１０００００)

【摘要】定额管理是公司对经营活动的一种管理办法,业财融合是财务工作中的一种新兴的管理方式.本文以JF公

司为例,论述了业财融合下公司是如何运用定额管理来开展其经营活动的.笔者从什么是定额管理、业财融合中“融”

的是什么、定额管理中三种定额方式的应用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可以给JF公司的定额管理工作提供些许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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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什么是定额管理?

定额是物质生产部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在一定的技术

条件下，一定的时间内，为完成单一数量的产品所规定的人

力、物力、财力消耗的标准额度。 定额管理是一种利用定

额来合理安排和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以最小消耗取得最

大经济效益的管理方法。 定额并非一旦制定出来就一成不

变，它需要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持一致，它是个动态的

过程。 为保证定额标准的科学性和可用性，公司需要定期

对定额数据进行更新。 定额制定出来后，其对公司的采

购、生产、销售、账务处理整个产品链条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它是产品B０M 搭建的依据，是生产物料领用的基准，

是存货采购的计算逻辑，是日常经营偏差的分析标尺。 定

额管理在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但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还对使用它的人员产生约束效果。 只有具备约束性的支

撑，才能为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

２　业财融合中“融”的是什么?

业财融合是通过组织架构调整，打通公司的层级壁垒、

部门壁垒、外部壁垒、文化壁垒。 业财融合通过协同与共

生，激活个体与组织，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员工

主动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 业财融合用数据指导经营，激

发公司的经营活力。 业财融合中“融”的内容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１)业财融合是思维的融合。 工作人员的业务思维

决定财务思维，财务思维引领业务思维，业务思维导致财务

结果，财务结果引领业务往好的方向发展；(２)业财融合是

技能的融合。 业务人员对财务人员进行业务的培训，同时

财务人员对业务人员进行财务的培训，财务学会业务语言，

掌握业务实质，得出真实的业务结果，业务人员学会财务语

言，对业务有实质管控；(３)业财融合是知识的融合。 如业

务知识(产品知识、市场情况、友商情况等)与财务知识(毛

利、边际贡献、可控费用等)的融合；(４)业财融合是职能的

融合。 公司要想打造一支“混凝土”团队，就需要财务与

业务管理者轮岗，学习相关领域内的知识；(５)业财融合是

沟通的融合。 财务与业务沟通的内容要融合，双方就沟通

的内容说清楚、讲明白，达成一致；(６)业财融合是目标的

融合。 财务与业务部门经过多次沟通，达成共同的可实现

的目标，再落地执行。 公司只有做到以上６个方面的融

合，才可以让“业财”实现全面融合，让“业财”摆脱“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困扰，使“业财”站在

同一高度、角度上去看待问题，最终实现共同的目标。

３　以JF公司为例剖析业财融合下的定额管理

JF公司采用项目定额管理方法对项目生命周期进行全

阶段管理。 项目成本定额根据外部竞争定价输入，以项目

成本定额指导外部投标报价，保证整体项目的盈利性；应收

账期定额衡量业主综合信用度，保证项目按照既定里程碑完

成款项回收；费用定额作为费用管控的手段，将财务目标与

业务目标融合在一起，按照业务量(订单量、回款额、收入

额)进行费用配置，提升公司的整体管理效率，同时激发公

司的业务活力。

３．１　业财融合下项目成本定额的运用

JF公司使用管理会计作为业财沟通的语言。 所谓管理

会计，是根据项目管理者的需要和成本效益的要求，财务人

员依据项目成本定额对项目盈利情况进行测算与评价，为项

目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所需的相关信息。 项目成本定额细化

为风机机头成本定额、制造费用定额、物流定额、技术服务

费定额、运维定额、合同备品备件定额、慧能软硬件定额、

吊具定额、选配定额。 项目成本定额制定后，业务人员在

提起投标价格和后期方案优化测算时，财务人员依据同款机

型最近签约价格对应的边际贡献率或者０边际贡献率对项目

进行测算，边际贡献率是投标定价过程中业财共同关注的指

标。 业财人员需要关注项目投标实际成本与项目成本定额

的差异，超出项目成本定额的部分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进而

做出增加合同金额或优化配置的方案，来提升项目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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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如：表１X项目(项目投标实际成本与项目成本定额数

据对比情况)

表１　X项目(项目投标实际成本与项目成本

定额数据对比情况)

元/KW 影响边际贡献率

超配总金额 １６１ ６．０５％

电缆差 １５ ０．５７％

质保运维 ０ ０．００％

慧能软硬件 －８ －０．３１％

合同备件 －４ －０．１３％

吊具 ２８ １．０６％

其他选配 ６４ ２．４０％

物流 ６６ ２．４６％

　　对于表１X项目数据对比情况，业财人员需要关注与深

入沟通的内容如下：(１)X项目超标配置成本１６１元/KW；

其中电缆材质标配为铜铝，项目配置为铜电缆，超标配１５
元/kw，吊具标配为租赁二套，项目配置买一租一超标配２８

元/kw，其他选配超标６４元/kw，物流标配为常规运费及高

速路出口的改造，此项目涉及倒运、堆场、均超出标配６６/

kw，请说明选配必要性并进行配置优化；(２)X项目总超标

配置拉低了项目的边贡率６．０５％，其中影响大的是其他选配

２．４０％、物流２．４６％、吊具１．０６％三项，需要业务人员有针

对性地优化方案。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当项目的投标

边际贡献率大于６．０５％时，该项目才有利可盈。

业财融合下项目成本定额的运用秉承有利边贡率运营的

原则，业财人员目标统一：高出项目成本定额，业务需要优

化配置，寻求补亏方案，满足正边贡率的要求。 业财通过

共同的语言，紧盯目标，止亏创盈，提升每个项目的可贡

献率。

３．２　业财融合下应收账期定额的运用

应收账期定额，是指应收账款管理过程中，考虑业主回

款周期而给予的一个时间段，此时间段起始点为应收账款到

期日，应收账期定额因合同不同而付款里程碑不同。 合同

里程碑中的预付款为锁定订单款，投料款为专项风机采购备

料款，故预付款、投料款的账期定额０天。 考虑到业主公

司性质，回款需要提前做好资金计划并需要提交相关资料，

故到货款、验收款回款给予３０天账期定额。 到货款分给予

批次、不给予批次两种口径。 给予批次的应收账期的定额

是给客户的一种授信额度，是一种延期付款的权利。 客户

的信用等级越高可以享受到的授信额度也越高。 客户的授

信额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客户的履约情况和其公司的

运营情况而变动。 若客户公司出现大的变动，业务人员需

及时了解清楚反馈至公司财务，财务人员同时做好客户信用

评级信息的更新。

例如：三峡公司购进JF公司 GWH１９１Ｇ５．０风机２０台，

合同含税金额２４,０００．００万元，合同约定的付款里程碑为１
∶２∶６∶１(预付款１０％，投料款２０％，到货款６０％，验收

款１０％)。 预付款和投料款的应收账期定额为０，即到合同

约定的付款日期支付２,４００万元预付款和 ４,８００万元投料

款。 因三峡公司的信用良好，到货款可享受给予批次(５台

×４批)的延期支付，即每完成５台风机交付时点为应收账

期的起始点，３０日后为应收账期的结束点。 以JF公司月交

付２台计算，三峡公司享受给予批次的延期支付，可为三峡

公司节约资金占用成本８２８万元(一年期 LPR按３．４５％计

算 )。

业财融合下应收账期定额的运用秉承将授信资源匹配到

优质客户中去的原则。 业财统一目标：降低回款风险，筛

选出更多的优质客户，拿下更多高质量项目，签订更多高质

量的合同，给JF 公司带来可观盈收，守护好JF公司的生

命线。

３．３　业财融合下费用定额的运用

费用定额是针对销售部门费用的定额，由于销售部门的

费用与业务指标关系紧密。 因此，除按公司差旅、业务招

待等制度管控的之外，也需要按照业务量进行费用配置优

化，即相关费用与业务量指标进行关联，按照定额标准进行

管控。 销售部门费用定额是费用管控的手段，也是过程管

理的体现。 公司根据年度业务指标和费用预算进行定额定

制，与预算计划相辅相成，提升管理效率和激发业务活力。

费用定额的制定按照订单量、回款额、收入额业务三项

指标达成情况，确定各销售部门或销售团队费用各月、季、

年费用支出总额，财务进行费用审批和控制。 销售部门费

用按照指标权重进行分配，三项指标权重为：订单量４０％，

回款额４０％，收入额２０％，销售部门费用总额按此权重进

行拆分。

目前正在执行的费用定额是以２０１９年的数据来计算，

三项指标定额如下：(１)订单费率定额：每万千瓦订单金额

可以使用费用１．５６万元。 (其中：差旅费０．７１万元、业务

招待费０．７１万元、邮电费０．０３万元、车辆费０．０３万元、租

赁费０．０１万元、租赁费Ｇ房租０．０４万元、折旧费０．０３万

元)；(２)回款额费率定额：每亿元回款可以使用费用７．０４万

元。 (其中：差旅费３．１９万元、业务招待费３．２０万元、邮

电费０．１２万元、车辆费０．１４万元、租赁费０．０５万元、租赁

费Ｇ房租０．１８万元、水电物业费０．０２万元、折旧费０．１４万

元)；(３)收入额费率定额：每亿元收入可以使用４．１２万元。

(其中：差旅费１．８７万元、业务招待费１．８７万元、邮电费０．

０７万元、车辆费０．０８万元、租赁费０．０３万元、租赁费－房

租０．１１万元、水电物业费０．０１万元、折旧费０．０８万元)

例如：西南团队２０２３年３月份实际订单数２４万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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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回款２．３８亿元，销售收入０．１亿元，各项费用合计５３．

６５万元。 依据费用定额计算完成指标可用费用合计５４．６１
万元，该团队的费用并未超支，费用偏差为１．７６％，节约费

用０．９６万元，节约费用可累计下月继续使用；若超出可用

费用范围，公司月度会下发通报邮件。

业财融合下费用定额运用是秉承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

对业务人员起到督促的作用，业财统一目标：拿订单、促回

款、创收入，为财务数据业务发展指明了方向。

４　业财融合下JF公司应用定额管理存在的不足之处

目前，JF公司在业财融合中运用项目成本定额、应收

账期定额、费用定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１)一些风电运营商占据了较大的风机市场份

额，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 JF公司为保有目前的市场份

额，需要给这些风电运营商更长的应收账期和更低的边际贡

献率，而目前JF公司使用的项目成本定额数据无法满足这

部分的测算需求；(２)目前，JF公司执行的费用定额是依据

２０１９年的数据编制而成，数据的适用性和可指导性有待验

证；(３)目前，JF公司执行的费用定额结余部分对价值创造

者无奖励；超出部分，公司惩处的方式为邮件通报，这样起

不到鼓励员工节本降耗的作用；(４)JF公司对于已停售的机

型再销售，项目成本定额数据还维持在停售那一刻，再售测

算时依据停售时的项目成本定额数据或者人为估算，与实际

偏差很大，还会出现不能按时交付的违约风险，对整个项目

的盈利影响较大。

５　完善不足之处的解决方法

JF公司的项目定额管理方法在业财融合的管理方式下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业务人员通过项目成本定额把控项目的

盈利点，创造利润的同时防止利润被侵蚀；公司的资源得到

了优化配置，签订了更多高质量合同，获得了更多高质量客

户等。 但JF公司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业财融合的管理方式，

使这种方式能够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具体的完善方法如下：

(１)对于上节提到的风电运营商，后期为增加利润空间，JF
公司业务需要制定多种降本方案。 如：拉长供货期间，加

大技术性降本；优化物流路线降低运输费用；发电机的主轴

承用国产替代进口、铜电缆切换成铝电缆，银行保函替换质

保金等，以此来提高边际贡献率，弥补保市场让利带来的损

失；(２)定额数据要定期进行优化，以保证定额应用的有效

性。 历史数据的积累是定额优化的前提和基础，JF公司业

务应遵循业务设定的标准动作和规则操作，完成业务行为，

以便财务根据业务行为量化业务数据，完成定额优化。 定

期的期限可以根据内容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费用定额１年更

新一次，机头成本定额１—２个月更新一次。 选配定额因需

更新；(３)对于费用定额节约或者超支，JF公司可以按节约

部分的３０％作为将来发给价值创造者。 例如上个例子中，

西南团队节约的０．９６万元，其中的３０％即０．２８８万元作为

奖励发放给西南团队，这样可以鼓励业务人员“节流”；而

对于超支的部分，不再单以通报方式，可以用部分报销＋通

报的方式，全年第一次超支按报销金额的７０％＋通报，第二

次按报销金额的５０％＋通报，第三次按报销金额的３０％＋
通报。 管理结果有奖也有惩，才可以产生激励员工的效

果；(４)对于已经停售的机型，不建议再次销售，尽量给客

户推荐可售机型。 同时，也要好做可售机型后期的质保运

维工作，可售机型在技术、外观、性能多方面都更适应目前

市场的需要；已停售机型再售时，需要考虑的不仅有项目定

额成本，还有生产线再启用时不通用材料的备货、人员的培

训以及一些预估之外的费用。 总之，少量机型生产的成本

比批量生产要高得多，后期的质保运维也要复杂得多。 笔

者建议对于已经停售的机型不再销售。 一定要搭售的情况

下，业财人员需要全方位考虑成本、费用和不能按时交付的

违约风险。

６　结束语

综上所述，JF公司业财融合下的定额管理做得很不

错，业务与财务在六个方面都有不同层次的融合，对公司的

运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目前，JF公司业财融

合管理中还存在些许不足之处，需要公司管理层完善业财融

合中动态的定额数据。 公司只有将贴合实际的定额数据与

业财进行深度融合，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让

公司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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