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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物流成本预测与决策

【知识目标】

 ● 了解物流成本预测的概念

 ● 了解物流成本预测的步骤

 ● 掌握物流成本决策的概念

 ● 掌握物流成本决策的步骤

 

【能力目标】

 ● 能运用高低点法进行物流成本预测

 ● 能运用学习曲线法进行物流成本预测

 ● 能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进行物流成本预测

 ● 能运用回归分析法进行物流成本预测

 ● 能运用本量利法进行物流成本决策

 ● 能运用价值工程分析法进行物流成本决策

 ● 能运用物流成本最低法进行物流成本决策

 ● 能运用差量分析法进行物流成本决策

【课前思考】

1.  我能掌握多少种有效的物流成本预测方法？

2.  我能利用学习曲线知识提升自己的作业管理工作质量吗？

3.  我能轻松地进行不同核算对象的盈亏平衡点计算，以实现科学的作业管理工作吗？

4.  我能为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决策提供怎样的支持性工作呢？

5.  关于物流成本决策，我能学到多少种有效的方法，并运用于实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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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物流成本预测

情景导入

假如你是某企业运输部的一名主管，第一季度末，经理召集各部门主管开会，主

要议题是制定各部门下季度的物流成本预算方案，保证全年物流成本控制目标的实

现。你认为预算该如何制定？怎样制定才能比较合理？

预算是要建立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的，是物流成本管理的关键，也是做好

作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操作人员，如仓库保管员、运输调度员、采购员或

配送员等，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特别是长期接触到大量业务后，对不同月

份、不同客户、不同货种、不同地域之间的业务量会有怎样的变化，相应的成

本会有怎样的变动就会心中有数。借助科学的预测方法，可以找准成本变动的

趋势，借此开展物流成本的预算工作，这就可以达到控制物流成本、提高物流

效率的目标。

知识学习

一、物流成本预测的概念 

物流成本预测是在对成本数据进行统计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历史统计资料，通过

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物流成本的未来影响因素、条件和发展趋势进行估计和判断，

为企业物流成本决策、预算的制定提供依据。

二、物流成本预测的程序

物流成本预测的程序如下：

（1）确定预测目标，即明确预测的目的和要求。

（2）收集和分析有关资料。

（3）提出预测模型，选定预测方法。

（4）进行预测。利用已有资料信息，用已选定的方法进行预测。

（5）分析预测结果。对预测结果是否达到预测目的，预测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进行分析。

三、物流成本预测的方法

物流成本预测的方法很多，但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调查为基础的经验

判断法，也叫定性预测法；另一类是以统计资料为基础的分析计算法，也叫定量预测

法，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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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性预测法

定性预测法是预测人员根据已有的历史资料，凭借个人的经验和综合分析、判断

能力，对未来成本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这种方法是在缺乏预测资料，影响未来变化

趋势的因素复杂而繁多，又难以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时采用。它的优点是耗时低，时间

短，易于应用。定性预测法主要有以下具体方法：

（1）综合判断法。该方法是组织若干了解情况的人员，要求他们根据对客观情况

的分析和自己的经验，对未来的情况做出各自的估计，然后将每个人的预测值进行综

合，得出预测结果。该方法的优点是能综合不同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意见，得出的预

测结果比较全面；缺点是可能受限于预测者对相关情况的了解。

（2）用户期望法。当企业已经与自己的客户签订了较长期的物流及其他方面的合

作协议，或者企业自己的业务对象范围有限、数量不多时，客户对企业未来业务的增

长量、变化趋势和成本的期望值就是自己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测值。企业应及时根据这

些期望发展的情况调整各种资源配置，适应未来发展。

（3）专家调查法。专家调查法又叫德尔菲法，是采用通信方式就所预测的问题征

询专家的意见，经过多次信息交换，逐步取得比较一致的预测结果。德尔菲法的具体

步骤如图3-2所示。

①  企业应首先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物流成本管理专家库和专家系统。值得一提的

是，企业建立自己的专家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企业应由专门的部门、分派专人具体

负责该项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根据企业的业务特点、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及时从

各种渠道、各种媒体，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获得相关各类专家的详细信息，并根据

需要与他们保持必要的联系和沟通，如有必要还可以与他们签订聘用合同或协议，使

他们成为自己企业的顾问。

②  拟定调查表。确定预测课题，并据此设计调查表，准备可供专家参考和使用的背

景资料。假如企业拟对未来运输服务的成本增长趋势进行预测，则调查表如表3-1所示。

图3-1  物流成本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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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选择专家。选择与预测课题有关的在年龄、地区、专业知识、工作经验、预

见分析能力，以及学术观点有代表性的专家参加预测。参加预测的专家的数量可以根

据企业的预测课题和本次预测预算确定。

图3-2  德尔菲法的具体步骤

表3-1  调  查  表

专家编号

第一轮征询 第二轮征询 第三轮征询

最低

成本

最可能

成本

最高

成本

最低

成本

最可能

成本

最高

成本

最低

成本

最可能

成本

最高

成本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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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通信调查。将调查表和背景资料寄给选定的专家，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

寄回企业。第一轮调查表收回后，要综合整理，整理出不同的预测意见，然后将初步

结果反馈给每位专家，要求他们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意见，再次预测。这样，经过几轮

预测和反复，便可以取得基本一致的预测结果。

⑤  预测结果的处理。在预测过程的每个阶段，对收集的专家意见都要利用科学

的方法进行整理、判断、分析、归纳和分类等工作，以求对下一轮预测提供帮助。

2.  定量预测法

定量预测法是指借助历史统计资料，运用一定的数学模型，通过计算与分析来确

定物流成本的未来发展以及数量方面的变动趋势，定量预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高低点法。建立直线方程y=a+bx。其中，y代表一定时期的物流成本，a表

示固定成本，b代表单位变动成本，x表示物流业务量，bx表示全部变动成本。以物

流成本历史资料中的物流业务量最高和最低两个时期的物流成本数据为依据，计算

出系数a和b，再利用 y=a+bx，推算出计划物流业务量下的物流成本水平。具体步

骤如下：

第一步：将最高业务量下的总成本和最低业务量下的总成本进行比较，确定系数

b，计算公式为：

b=（最高业务量下的总成本-最低业务量下的总成本）/（最高业务量-最低业务量）

               （公式3.1）

第二步：将最高点成本（或最低点成本）、最高点业务量（或最低点业务量）和

公式（3.1）求得的b代入y=a+bx，求出a，计算公式为：

a=最高点总成本-b×最高点业务量                          （公式3.2）

或a=最低点总成本-b×最低点业务量                        （公式3.3）

第三步：将计划业务量与a、b值代入y=a+bx，计算出计划期的物流成本。

注意：当业务量的最高点和成本的最高点不在同一期，业务量的最低点与成本的

最低点也不在同一期时，可以以业务量为依据确定最高点和最低点。或者以成本为依

据确定最高点和最低点。一旦最高点和最低点确定后，其他数据必须对应。

（2）学习曲线法。学习曲线如图3-3所示。

 

图3-3  学习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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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习曲线的含义。将学习效果量化绘制于坐标图上，横轴代表“学习次数”，

纵轴代表“学习效果”，这样绘制出的一条曲线，就是学习曲线。 

学习曲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学习曲线又称为人员学习曲线，指直接作业

人员个人的学习曲线。广义的学习曲线也称为生产进步函数，是指工业某一行业或某

一产品在其产品生命周期的学习曲线，是融合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许多人努力

的学习曲线。

②  学习曲线起源。最原始的学习曲线的意义是（以飞机装配时间为例），随着员

工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架飞机的装配时间只有第一架飞机装配时间的80%。如果飞

机的装配数量再多一倍，也就是到第四架飞机时，应该是第二架飞机装配时间的80%，

即第一架飞机装配时间的64%；进一步讲，如果飞机的装配数量再多一倍，也就是到

第八架飞机时，应该是第四架飞机装配时间的80%，即第一架飞机装配时间的51.2%。

以此类推，可以得到表3-2。

③  学习曲线理论的三个假设。

a.  每次完成给定任务或者单位产品后，下一次完成该任务或单位产品的时间将

减少。

b.  单位产品完成时间将以递减的速度下降。

c.  单位产品完成时间的减少将以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循环。

④  学习曲线方程的一般形式。假设：k=生产第1件产品所需直接劳动小时数，

x=学习率，则生产第1件产品的直接小时数为k，生产第2件产品的直接小时数为kx，

生产第4件产品的直接小时数为kx2。以此类推，可得到学习曲线的一般公式，如公式

（3.4）所示。

yt=kxn 　 　　　　　　　　　　　　  （公式3.4）

式中：x——学习率；

   yt——生产第 t个产品所需直接劳动小时数；

   k——生产第1件产品所需直接劳动小时数；

   n——产品倍增的次数。

⑤  公式推理。公式（3.4）经推理后得（公式3.5）。

yx=kx-b        　　　　　　　　　           （公式3.5）

式中：x——单位数量；

表3-2  学习率为0.80时的学习曲线表

X 1 2 4 8 16 …

Y
1 0.8 0.64 0.512 0 0.409 6 …

0.80 0.81 0.82 0.83 0.84 …

　　注：X——单元数；Y ——学习率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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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生产第x个产品所需直接劳动小时数；

 k——生产第1件产品所需直接劳动小时数；

 b——学习率。

表3-3是学习率为90%、80%、70%时不同单位数量下的改进比率。

在给定的学习率条件下，可以推算出产品增加到任一水平时的时间消耗。

例如，对于一个学习率为80%的曲线，生产第1件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43分

钟，生产第5件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就是43×0.595 6 = 25.61（分钟）。

表3-3  学习曲线的改进比率

单位
改进率

学习率=90% 学习率=80% 学习率=70%

1 1.000 0 1.000 0 1.000 0

2 0.900 0 0.800 0 0.700 0

3 0.846 2 0.702 1 0.568 2

4 0.810 0 0.640 0 0.490 0

5 0.783 0 0.595 6 0.436 8

6 0.761 6 0.561 7 0.397 7

7 0.743 9 0.534 5 0.367 4

8 0.729 0 0.512 0 0.343 0

9 0.716 1 0.492 9 0.322 8

10 0.704 7 0.476 5 0.305 8

11 0.694 6 0.462 1 0.291 2

12 0.685 4 0.449 3 0.278 4

13 0.677 1 0.437 9 0.267 2

14 0.669 6 0.427 6 0.257 2

15 0.662 6 0.418 2 0.248 2

16 0.656 1 0.409 6 0.240 1

17 0.650 1 0.401 7 0.232 7

18 0.644 5 0.394 4 0.226 0

19 0.639 2 0.387 6 0.219 8

20 0.634 2 0.381 2 0.2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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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学习率与成本关系。学习率是指产量加倍后与产量加倍前的累积平均工时之

比。实际经验曲线表明，累积的经验每增加1倍，成本会下降20% ～ 30%。设学习率

为 r，通过 r可以确定常数b，r与b的关系是：

r=y2x / yx=2
-b                                              （公式3.6）

表3-4列出了一些 r与b的对应数值。

   

⑦  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学习效果，使学习曲线下移，如图

3-4所示。

 

学习效果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a.  操作者的动作熟练程度。这是影响学习曲线最基本的因素。

b.  管理技术的改善，正确的培训、指导，充分的生产准备与周到的服务，工资

奖励及惩罚等管理政策的运用。

c.  产品设计的改善。

d.  生产设备与工具的质量。

e.  各种材料的连续供应和质量。

f.  信息反馈的及时性。

g.  专业化分工程度。

⑧  学习曲线的应用。

a.  在生产制造方面，它可以应用于估计产品设计时间、生产时间和成本。

b.  学习曲线也是公司战略设计的组成部分，如与价格、投资成本和营运成本相

表3-4  r与b的关系表

r 95% 90% 85% 80% 75% 70%

b 0.074 0.152 0.234 0.322 0.415 0.514

图3-4  学习效果影响因素

　　注：常数b为给定，通常可以通过查相关学习率数据表或工具书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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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决策。

c.  学习曲线可以应用于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

d.  学习曲线如使用不当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这是指管理人员往往容易忘记环境

是动态变化的这一特性，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变化中的不可预测因素有可能影响学

习规律，从而给企业带来损失。一个著名事例是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被麦克唐纳

兼并。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曾经根据学习曲线估计它的某种新型喷气式飞机成本能

够降低，于是对顾客许诺了价格和交货日期，但是飞机在制造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工

艺，致使学习曲线遭到破坏，未能实现成本降低，因此遇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最

终被兼并。

⑨  学习曲线法则。学习曲线法则是指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内，连续进行有固定

模式的重复工作，工作效率会按照一定的比率递增，从而使单位任务量耗时呈现一条

向下的曲线。学习曲线法则是在以下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是熟能生巧。

连续进行有固定套路的工作，操作会越来越熟练，完成单位任务量的工作时间会越来

越短。二是规模效应。生产10件产品与100件产品所需要的生产准备时间、各生产环

节间的转换时间是一样的，因此一次生产的产品越多，分摊到每件产品上的准备时间

和转换时间越少，单位生产效率越高。 

学习曲线法则告诉我们，应尽量集中处理性质相同的事务性工作，如一次性

处理具有相同性质的所有文件，一次性打完所有的沟通电话，一次性购齐所需生

活用品，一次性做完所有家务等。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又能通过

批量作业减少准备工作和中间环节占用的时间，从而达到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

目的。

（3）时间序列分析法。按照时间顺序（如年、季、月）加以排列，构成数列，从

而寻求规律，用来推测同样条件下、同一问题的未来发展状况，这种方法叫作时间序

列分析法，也称外推法。它比较适合客观情况变化不大的定量分析。主要有：

①  简单平均法。该方法将过去几个时期的实际观察数据相加求得平均值，作为

预测值。
xt+xt-1+…+xt-N+1

N
Yt+1= （t≥N）   　　　　　　　　 （公式3.7）

②  加权平均法。该方法是根据每个时期观察值的重要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的权

数，求出加权平均值，作为预测值。其计算公式如公式（3.8）所示。

       

    

w1x1+w2x2+…+wnxn

w1+w2+…+wn
Yn+1= =

wi xi
i=1

n

wi 
i=1

n                                 
 （公式3.8）

式中：Yn+1——第n+1期的预测值；

     Xi ——第 i期的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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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  ——第 i期的权数；

        n——期数。

③  移动平均法。该方法是按照顺序将组距由前往后移动，产生多个移动平均值，

根据这些移动平均值来确定预测值的预测方法。

设实际发生值的时间序列是Xt，组距为N，将Xt 顺序以组距N移动求得平均值序

列为Mt，即Mt 可以用公式（3.9）表示。

xt+xt-1+…+xt-N+1

N
Mt= （t≥N）                              （公式3.9）

或如果用加权平均，则Mt 用公式（3.10）表示。

w1xt+w2xt-1+…+wNxt-N+1

w1+w2+…+wN
Mt= （t≥N）                          

          
            （公式3.10）

用所求出的移动平均值来求预测值时，针对两种不同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

方法。

a.  短序列移动平均法。如果发生值数列Xt 比较短（一般小于20个数），则把Mt

放在 t+1的时间位置上，且预测值Yt+1就等于Mt。  即：Yt+1 = Mt

b.  长序列移动平均法。如果发生值数列Xt 比较长（一般大于20个数），则把Mt

放在组距的中位位置上，形成一个平均值的时间序列Mt，由这个平均值序列Mt 求出

其变化趋势值at，再由变化趋势值at 求出其平均值序列 at 后，根据Mt 和T、at 来求得预

测值。

Mt 的变化趋势序列可由公式（3.11）求出。

at = Mt - Mt-1                                               （公式3.11）

还要由at 序列按同样的组距N求移动平均值，同样置于对应的组中位上。利用公

式（3.12）得出。

at+at-1+…+at-N+1

N
āt= （t≥N）                             （公式3.12）

或用加权平均法求得。

w1at+w2at-1+…+wNat-N+1

w1+w2+…+wN
āt= （t≥N）

                       （公式3.13）

最后利用公式（3.14）求出后面距离 t时段为T的任意一个时段的预测值yt+T：

yt+T = Mt+T×āt                                                                                 （公式3.14）

④  指数平滑法。该方法根据近期数据比较远期数据对预测的影响要大的情况，

而给近期数据较大的权数。具体做法是以本期实际值和预测值为基数，分别给予两者

以不同的权数，计算出指数平滑预测值，作为预测的结果。即： 

Yt+1=αXt+（1-α）Yt                                         （公式3.15）

式中：Yt+1——下期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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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t——本期实际值；

     Yt——本期预测值；

     α——平滑系数（0＜α＜1）。

平滑系数α的大小选择为：α值越大，则近期资料的影响也越大； α值越小，则近

期资料的影响也越小，一般取值为0.3 ～ 0.7。

（4）回归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是把一定时期内的实际物流成本变化量填列在坐标

图上，其分布会呈现出一定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坐标图上可用一条直线表示，即回归

直线。将这条直线延伸，可以用来预测。回归方程如公式（3.16）所示。

Y=a+bt                                                     （公式3.16）

式中：Y——预测销售量；

     t——预测时间序列；

    b——回归直线的斜率；

    a——纵轴截距。

   a、b常数用最小乘法求出，公式为：

a=
Yi 

n
                                                

  （公式3.17）

b=
Yi ti

ti 
2

                                                （公式3.18）

式中：Yi——各期的销售量；

     ti——各期的距差（离中差）；

     n——资料的期数。

（5）因果（相关）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是根据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预

测的一种预测方法。回归分析不仅可用于时间序列分析，而且可用于因果分析。当回

归线反映因果关系时，X轴就不代表时间，而是代表某种经济因素，即影响预测值 Y

的因素。在这里自变量X表现为因，因变量Y表现为果，一因一果的回归分析称为一

元回归分析；二因一果的回归分析称为二元回归分析；多因一果的分析称为多元回归

分析。其基础预测公式仍然是一元回归公式：Y=a+bX。

a、b均为未知参数，它们可用最小二乘法解得，公式为：

a=Y-bX                                                （公式3.19）

b=
Xi Yi-X

Xi 
2-X Xi 

Yi

                                         （公式3.20）

式中：Y——Yi 的平均值；

    X——Xi 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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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演示】

实例1：运用高低点法进行物流成本预测

情景：

假设你是某第三方物流企业棉花仓2号库的库管，仓库总面积4 500m2，有效利用

面积为4 100m2，今年该仓库共为五个货主保管进口棉。据经理透露，经过经理和业

务人员的共同攻关，下年度当地最大的棉花加工企业拟整体租用2号库，预计保守保

管量为20万吨，现货主等我方报价。因此，经理让你根据今年库存保有量和保管成

本的情况大致预测下年度第一季度当保管量为20万吨时的保管成本是多少，有了保

管成本数，报价就有依据了。经理还特别提醒，预测需要的相关数据可以直接到财务

部请王部长给予协助。

路径：

1. 资讯分析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以往所学专业知识，经理委托事宜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法一是通

过算术平均数法预测，二是通过高低点法预测，综合比较还是采用高低点法预测，因

此，就必须获取“本年度四个季度的保管量和各自的保管成本数据”。

2. 收集数据

（1）数据1：本年度四个季度的保管量。本年度四个季度的储存量数据可以从仓

库保管账中获取，经查仓库保管账，本年度第1至第4季度棉花储存量分别为：10万

吨、8万吨、5万吨和15万吨。

（2）数据2：本年度四个季度的保管成本。每季度各自的保管成本可以从财务分

类账中获取。经与王部长沟通，第1至第4季度仓储保管成本分别是：8万元、7万元、

4万元和10万元。

3. 计算

首先，确定仓储成本中的单位变动成本b。

b=（最高业务量下总成本-最低业务量下总成本）/（最高业务量-最低业务量）

 =（10-4）/（15-5）=0.6（万元）

其次，确定仓储成本中的固定成本a。

a=最高点总成本-b×最高点业务量=10-0.6×15=1（万元）

或          a=最低点总成本-b×最低点业务量=4-0.6×5=1（万元）

得到：                            Y=1+0.6X

最后，预测下年第一季度当储存量为20万吨时的仓储总成本。

Y=1+0.6X=1+0.6×20=13（万元）

4. 向经理出具书面预测报告

要求：简单、明了、有理有据，符合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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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2：运用移动平均法进行物流成本预测

情景：

已知某零售配送中心2018年前8个月用户的配送成本，见表3-5。

路径：

1. 资讯分析

由于实际发生值只有8个，所以采用短序列进行预测。取N=3，用简单平均法计

算9月份的预测值。

2. 计算预测

计算过程及结果见表3-6。

                

3. 预测报告（自行完成）

实例3：运用回归分析法进行物流成本预测

情景：

某第三方物流运输企业1-5月的实际运输成本如表3-7所示，要求以此来预测6

月的运输成本。

表3-5  某配送中心2018年前8个月的配送成本表

单位：万元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配送成本Xt 10 12 11 10 8 9 10 12

表3-6  移动平均法预测计算表

时间（t） 配送车次（Xt） 移动平均值（Mt） 预测值（Yt+1）

（1） （2） （3） （4）

1月 10

2月 12

3月 11 11

4月 10 11 11

5月 8 9.7 11

6月 9 9 9.7

7月 10 9 9

8月 12 10.3 9

9月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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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该第三方物流运输企业1-5月的实际运输成本相关计算结果见表3-8。

a= = =54（万元）
Yi

n
270
5

=2.1
21
10

b=
Yi ti

ti
2

=  

将a、b 值代入直线方程Y=a+bt，其中6月ti 为3，则：

Y6=a+bt=54+2.1×3=60.3（万元）

因此，该企业6月的预测运输成本为60.3万元。

实例4：发现物流作业中的学习曲线现象，预测学习率

在实际物流作业中，可能有许多作业、作业动作、物流活动和物流操作存在学习

曲线现象。学习率通常要通过实验的方法加以确定，鉴于实验所需要条件的限制，

可以通过讨论的方法大致确定，实践中若有必要还可以进行相应实验。学习率的确

定有利于科学核算物流作业的标准人工时间和标准人工成本，还可以在作业分配和

作业管理中集中力量完成具有学习曲线现象的物流活动，进一步加强物流管理，提

高管理效率。

请将学生分组，根据每组分配的图片（见图3-5 ～图3-15），讨论确定各自的物流

活动是否具有学习曲线现象，界定其学习率，并说明理由。

表3-7  某第三方物流运输企业1-5月的实际运输成本

单位：万元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运输成本Yi 48 53 57 54 58

表3-8  1-5月的实际运输成本计算表

单位：万元

月份 运输成本Yi ti Yiti ti
2

1月 48 -2 -96 4

2月 53 -1 -53 1

3月 57 0 0 0

4月 54 1 54 1

5月 58 2 116 4

合计 ΣYi=270 0 ΣYiti=21 Σti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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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图3-5  POS机操作中的学习率现象

图3-6   包装作业中的学习率现象

图3-7  叉车作业中的学习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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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图3-8  分拣作业中的学习率现象

图3-9  货物过磅作业中的学习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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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图3-10  货物入库作业中的学习率现象

图3-11  物流数据采集中的学习率现象

图3-12  物流数据处理中的学习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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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图3-13  贴标签作业中的学习率现象

图3-14  组拖作业中的学习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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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估算学习率：

70%（    ）原因：

80%（    ）原因：

90%（    ）原因：

其他（含没有学习率现象存在）（请注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 能训练

             实训：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成本测试与预测

实训目标：

1.  能够测试物流企业不同作业岗位员工的作业时间。

2.  能够核算物流企业不同作业岗位员工的作业效率。

3.  能够基于学习率预测不同作业单位下的作业时间。

4.  能够运用学习曲线预测方法对作业成本进行修正。

5.  能够运用学习率理论进行物流作业管理和规划。

内容简介：

1.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新进员工（小张），设定其工作为汽车零部件（小部件）分

拣包装员。

2.  分拣包装采用手工作业方式。

3.  每份分拣单的零部件项目和数量大体一致，以保证前后分拣包装作业难度基

本一致。

4.  测试该员工分拣包装作业工时，计算人工作业成本。

5.  模拟测试从第1份分拣单至第16份分拣单的单位作业时间，计算该员工分拣

图3-15  托盘拆垛作业中的学习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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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作业的学习比例（学习率），验证前面内容中讲过的学习曲线的改进比率，并据

此估算第1份分拣单及第16份分拣单各自的作业成本。

6.  预测第1 280份分拣单的作业成本。

7.  利用预测结果修正该员工的操作工时和人工成本。

8.  提交测试报告和预测报告。

9.  梳理和挖掘万达物流有限公司物流活动中或一般物流活动中的学习曲线现象，

看看有哪些活动适合运用学习曲线方法进行活动成本预测和管理（即基本属于连续进

行有固定模式的重复工作），并编制物流活动学习曲线现象表。

环境要求（以下三项有一项即可）：

1.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成本测试与预测动画。

2.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物流成本管理软件1.0系统。

3.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物流成本管理模拟实训室（标配）。

地点：计算机中心或软件实训室。

配置：与实训人数相当的计算机配置、宽带、互联网环境。

情景资料：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现场。

若干汽车零部件原包装箱整齐地堆在一起（箱子上有汽车零部件的编号）；若干

分拣标准周转箱罗列在一起，分拣作业操作台一张，料卡、拆箱刀、胶带、笔等整齐

地放置在操作台上，16块看板被整齐地张贴在一个白板上，从看板1到看板16，被测

试分拣包装作业员小张（工作服上有张××字样）在作业场地待命，小张作为被测

试对象，接受学生的测试，学生是测试者，要记录下小张从第1块看板分拣包装作业

到第16块看板分拣包装作业的时间，并列表填写。

实训组织：

项目小组（同实训1）。

操作步骤：

1.  研究、学习有关学习率和学习曲线的知识。

2.  观看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动画资料。

3.  测试并记录被测试员工第1块至第16块分拣包装作业看板的作业时间。

4.  归集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时间。

5.  计算学习率。

6.  预测第1 280份分拣包装作业时间。

7.  分析学习率受哪些因素影响。

8.  思考：假如你是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工段长，你打算怎样运用该

分拣包装作业的学习率数据。

9.  探索：请粗略排查一下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可能存在学习率现象的全部作业或

万达物流

有限公司

物流作业

模拟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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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测试

活动。

10.  编制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学习率应用指南。

11.  总结与评价。

注意事项：

1.  测试不能走过场。

2.  被测试对象应把现场当成就业的企业，认真接受企业测试。

3.  测试应设监督员、记录员，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4.  测试报告必须由所有参与人员签字。

5.  测试准备工作必须到位，要提前检查测试设备、场地，准备测试表格。

6.  测试须保留原始记录。

7.  每个班级应建立检查、分享、评比的良性机制。

实训报告：

1.  实训总结报告。

2.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成本测试与预测报告。

3.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学习率和学习曲线应用指南。                 

案 例 介 绍

某物流公司开发出一种新物流金融服务项目，公司需要对可能的销售额做出预

测，以确定单位成本。于是该公司成立专家小组，并聘请业务经理、市场专家、金

融专家、物流专家和销售人员等8位专家，预测全年可能的销售额。

8位专家通过对新服务项目的特点、用途的了解，对潜在市场的消费能力和消

费倾向作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个人判断，经过三次反馈，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元

专家

编号 

第一次判断  第二次判断  第三次判断 

最低销

售额 

最可能

销售额 

最高销

售额

最低销

售额 

最可能

销售额 

最高销

售额 

最低销

售额 

最可能

销售额 

最高销

售额 

1 500  750  900  600  750  900  550  750  900 

2 200  450  600  300  500  650  400  500  650 

3 400  600  800  500  700  800  500  700  800 

4 750  900  1 500  600  750  1 500  500  600  1 250 

5 100  200  350  220  400  500  300  500  600 

6 300  500  750  300  500  750  300  600  750 

7 250  300  400  250  400  500  400  500  600 

8 260  300  500  350  400  600  370  410  610 

平均数  345  500  725  390  550  775  415  570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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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进行平均值预测。

2. 进行加权平均预测。

3. 进行中位数预测。

4. 总结案例带来的启示。

第二节  物流成本决策

情景导入	

你终究有一天要走向作业管理岗位。走上作业管理岗位就存在岗位工作任务承

包、激励机制的制定、超额工资的发放等一系列管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随意

想象出来的，要经过科学的计算，其中的关键是要弄清楚自己所负责的班组或部门每

个月究竟要干多少活才可以保本，这就是决策。

知识学习

一、物流成本决策的概念

物流成本决策是在物流成本预测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有关资料，运用一定的科学

方法，从若干个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过程。如配送中心新建、改建、扩建的决

策，设备、设施购置决策等。

二、物流成本决策的基本程序

物流成本决策的基本程序如图3-16所示。

 

三、物流成本决策的方法

物流成本决策的方法如图3-17所示。由于经济批量法比较复杂，以下主要介

图3-16  物流成本决策的基本程序

视频：企业采访——

一台物流设备每天

应干多少活才可以

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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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前四种方法。

1.  本量利决策方法

本量利决策方法也称盈亏平衡分析法，是根据产量、成本、利润三者之间的

关系，进行盈亏分析的一种数学方法。它是一种简便有效、使用范围较广的定量

决策方法，广泛应用于生产方案选择、目标成本预测、利润预测、价格制定等决

策问题上。

企业的成本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所谓固定成本，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能力

范围内，其总额相对固定，不随产量或销量变化的成本，如办公费、固定资产折旧、

管理人员的工资等。固定成本总额不变，而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的高低与产量变

化成反比。所谓变动成本，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其总额随着产量或销量的变动而变动

的成本，如原材料、产品包装费、生产工人工资等。单位产品可变成本保持不变。产

量、成本、利润三者之间关系如图3-18所示。

 

本量利分析法的基本公式如公式（3.21）至公式（3.23）所示。

图3-17  物流成本决策的方法

图3-18  盈亏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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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Q                                                 （公式3.21）

C=F+V×Q                                              （公式3.22）

I=P×Q-（F+V×Q）                                      （公式3.23）

式中：S——销售额；P——销售单价；Q ——产销量；C——总成本；F——固定成

本；V×Q——变动成本；V ——单位产品变动成本；I ——利润。

盈亏平衡时 I=0，企业不亏不盈，则有：

P×Q=F+V×Q                                            （公式3.24）

F
P-V

Q0=                                                （公式3.25）

式中：Q0 ——盈亏平衡点产量。

当 I≠0时，则可得：  

I+F
P-V

Q=
                                               （公式3.26）

本量利分析法还可以对企业的经营安全状态做出分析，预测一定销售量下的利润

水平。

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可以通过经营安全率来判定。经营安全率的计算公式如公式

（3.27）所示。

Q1-Q0

Q1

L= ×100%
                                   

       （公式3.27）

式中：L——经营安全率；  Q1——实际销售量（额）；  Q0——盈亏平衡点销售量

（额）。

经营安全率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根据表3-9中的数值来判

断企业的经营安全状态。

2.  价值工程分析法（功能成本分析法）

价值工程分析法是根据价值工程原理，按功能与成本的匹配关系，达到优化成本

设计和实现成本控制目的的一种方法。价值工程分析法的含义、特点和一般工作程序

如表3-10所示。

表3-9  经营安全率表

经营安全率/% ＞30 25~30 15~25 10~15 ＜10

经营状态 安全 较安全 不太好 要警惕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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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价值的途径。功能成本分析的目的在于提高产品（服务）的价值，即以

相对低的生命周期成本（即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之和）确保实现必要的功能。

①  在产品功能不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②  在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产品的功能。

③  在产品成本略有增加的同时，显著增加产品的功能。

表3-10  价值工程分析法的含义、特点和一般工作程序

价值工程的含义

    价值工程是通过各相关领域的协作，对所研究对象的功能与成本进行系统分析，

不断创新，旨在提高所研究对象价值的思想方法和管理技术。这里“价值”的定义可

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V = F / C

式中，V为价值（value），F为功能（function），C为成本或费用（cost）。

    价值工程的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1）价值工程的性质属于一种思想方法和管理技术。

    （2）价值工程的核心内容是对功能与成本进行系统分析和不断创 新。

    （3）价值工程的目的在于提高产品的“价值”。若把价值的定义结合起来，应理

解为旨在提高功能对成本的比值。

    （4）价值工程通常是由多个领域协作开展的活动。

价值工程的特点

    （1）以使用者的功能需求为出发点。

    （2）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功能分析，并系统研究功能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3）致力于提高价值的创造性活动。

    （4）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价值工程的一般工作程序

开展价值工程活动一般分为如下4个阶段12个步骤。

价值工程一般工作程序

阶段 步骤 应回答的问题

准备阶段

a 对象选择

b 组成价值工程小组

c 制订工作计划

价值工程的对象是什么？

分析阶段

d 搜集整理信息资料

e 功能系统分析

f 功能评价

该对象的用途是什么？

成本和价值是多少？

创新阶段

g 方案创新

h  方案评价

i 提案编写

是否有替代方案？

新方案的成本是多少？能否满足要求？

实施阶段

j  审批

k  实施与检查

l  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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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在不影响产品主要功能的前提下，适当降低一些次要功能，或消除不必要的

功能，使成本显著降低。

⑤  运用科技手段或改变产品结构，采用新工艺、新材料等措施，既提高功能，

也降低成本。

（2）功能分析的步骤。

①  计算功能评价系数，它是反映某零件（工序、物流环节）功能的重要程度的

一个指标，公式如下：

功能评价系数=某零件的功能分数/全部零件的功能分数之和       （公式3.28）

②  计算成本系数，反映当前各零件成本（即当前各零件的单位变动成本）在总

成本中所占的比重。

成本系数=某零件成本/组成该产品的全部零件总成本             （公式3.29）

③  计算价值系数，反映功能与成本之间的匹配情况，价值系数偏小者，应作为

成本控制的重点，公式如下：

价值系数=功能评价系数/成本系数                             （公式3.30）

④  根据功能评价系数，将产品的目标成本在各零件之间进行分配，公式如下：

某零件的目标成本=该产品的目标成本×功能评价系数            （公式3.31）

⑤  计算各零件成本的降低额，拟订降低成本的措施。

3.  以物流成本最低为依据的决策方法

该方法是进行物流仓储类决策经常用到的决策方法，企业自建仓库、租赁公共仓

库和合同制仓库各有优势，这时的物流仓储成本决策实际上就是仓储类型的选择，其

依据就是选择物流总成本最低的方 案。

4.  差量分析法

差量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分别计算不同备选方案下物流总成本的数额，并以总成本最低的方案作为

首选方案。

其次，当要实施某方案时，可以计算方案实施后有哪些物流成本会下降且下降了

多少，哪些成本会上升且上升了多少。

最后，用减差法，只要上升的成本数低于下降的成本数，则该方案可取。

【实例演示】

实例1：运用定量法进行物流成本决策

情景：

假如你在某配送中心负责一个食品配送班组，该班组已与公司签订了自负盈亏协

议书，作为组长的你深感压力巨大。一方面，你想要制定一项激励措施，为每个下属

员工规定基本配送业务量，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差额等级奖励政策；另一方面，你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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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这个组每天多少业务量才能维持基本费用一概不知。这时，针对该班组的盈亏平衡

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路径：

1. 根据盈亏平衡分析公式，首先应该计算一下该配送组每月的固定成本是多少。

固定成本一般包括库房租金、设备折旧、税金、存货保险、办公费和管理人员工

资福利等。该班组租用公司200平方米的库房，公司每月收取1 400元租金，公司配

置轻型叉车1台，折旧费每月200元，存货保险每月约500元，税金每月300元，办公

费包括通信费、低值易耗品费、招待费等共400元，班组员工共3人（含你自己）。你

决定不单独设管理人员，由自己兼任，则你的工资与福利中部分属于固定成本、部分

属于变动成本，暂按500元计入固定成本，其他不可预计固定成本200元，共计每月

固定成本为3 500元/月。

2. 其次，应该计算一下班组配送的5种食品各自的单位变动成本。

按照与超市签订的协议，A、B、C、D、E五种食品的配送单价分别是2.95元、

0.80元、1.55元、0.75元和2.85元，每种食品的单位变动成本主要包括：进货价（固

定的，通过查账即可获得）、分拣费（手工分拣，主要根据分拣员每天最大分拣量

及其工资水平决定）、配送员工资福利、装卸费（适当考虑和分摊到每种食品中）、

运费（可以根据一车的运费和一车的配送量来大致分摊）、损耗费（酌情考虑分摊）

等，通过粗略核算和以往的配送资料数据，得知A、B、C、D、E五种食品的单位变

动成本分别是1.25元、0.30元、0.47元、0.25元和1.00元。

3. 再次，根据与超市签订的协议，A、B、C、D、E五种食品每月的订货量分别为：

7 000件、7 000件、5 000件、5 000件和3 000件。

4. 计算。

有关成本数据如表3-11所示。如果每月工作日按照23天计算，确定该班组每天

的盈亏平衡配送额。

计算如表3-12所示。

表3-11  班组配送商品有关成本数据

食品名称
单位价格

（P）/元
单位变动成本（V）/元

销售量预测

（Q）/件

A 2.95 1.25 7 000

B 0.80 0.30 7 000

C 1.55 0.47 5 000

D 0.75 0.25 5 000

E 2.85 1.00 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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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亏平衡点=F（固定成本）/∑权重贡献=3 500 / 0.625=5 600（元/月），每天的盈

亏平衡配送额=5 600 / 23=243.5（元/日）。

5. 决策。

实例2：运用价值工程分析法（功能成本分析法）进行物流成本决策

情景：

假如物流企业某仓储中心由于某项增值服务项目成本太高导致客户抱怨和不断流

失（这种情景在企业中经常出现），为了留住客户，公司拟采取物流成本控制的办法，

将该项目的成本控制在客户可接受的范围内。

按照对潜在客户的摸底，该项增值服务活动的目标成本已知（高于此标准则没有

客户会接受），又知该增值服务按照事先设计的工艺流程由若干项活动组成。在此

情况下，为保证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最好的办法是为每项关键活动设定目标成

本，这就涉及总成本的分配问题。这时，功能成本分析法即价值工程分析法就派

上了用场。

若该项增值服务项目共有8项具体活动，各活动的功能分数由甲、乙、丙、

丁、戊、己、庚、辛8位专家（企业操作专家）进行评价（即强制打分）。若以A、

B、C、D、E、F、G、H分别表示这8项活动的名称，表3-13给出了这8位专家的

功能评价汇总结果。该增值服务项目的目标成本为30元，当前成本分别为12.00

元、8.80元、3.20元、0.80元、2.40元、8.00元、4.00元、0.80元， 共40元， 超

出目标成本10元。

路径：

1. 功能评价系数汇总见表3-13。

表3-12  班组盈亏平衡配送额的计算

食品名称
单位价

格（P）

单位变动

成本（V）

变动成本占价格百

分比（V/P）

边际贡献率

（1-V/P）

销售额预测

（Q×P）

占总销售额

百分比/%

权重贡献

率

A 2.95 1.25 0.42 0.58 20 650 44.6 0.259

B 0.80 0.30 0.38 0.62 5 600 12.1 0.075

C 1.55 0.47 0.30 0.70 7 750 16.7 0.117

D 0.75 0.25 0.33 0.67 3 750 8.1 0.051

E 2.85 1.00 0.35 0.65 8 550 18.5 0.120

合计 46 300 100 0.622

动画：功能成本分

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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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活动当前成本及其成本系数计算见表3-14。

3. 将应降成本目标落实到8项相关的活动中即可。

表3-13  功能评价系数汇总表

序号
活动

名称

各专家评价结果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小计
平均

得分

功能评价

系数

1 A 6 5 6 7 7 5 6 7 49 6.125 0.218 8

2 B 7 6 4 7 6 4 6 5 45 5.625 0.200 9

3 C 2 2 3 1 2 3 3 4 20 2.5 0.089 3

4 D 5 6 5 6 4 3 4 3 36 4.5 0.160 7

5 E 0 1 1 0 2 2 1 2 9 1.125 0.040 2

6 F 3 2 3 2 2 4 4 2 22 2.75 0.098 2

7 G 4 4 5 3 4 5 3 4 32 4 0.142 9

8 H 1 2 1 2 1 2 1 1 11 1.375 0.049 1

合计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24 28 1.000 0

表3-14  各活动当前成本及其成本系数计算表

序号

活动

名称

功能评

价系数
成本系数 价值系数

当前成本（即

单位变动成本）

按功能评价系

数分配成本/元

应降低

成本额/元

（1） （2） （3）=（5）/40 （4）=（2）÷（3） （5）
（6）=目标成

本30元×（2）
（7）=（5）-（6）

1 A 0.218 8 0.30 0.729 3  12.00 6.564 -5.44

2 B 0.200 9 0.22 0.913 2 8.80 6.027 -2.77

3 C 0.089 3 0.08 1.116 3 3.20 2.679 -0.52

4 D 0.160 7 0.02 8.035 0  0.80 4.821 +4.01

5 E 0.040 2 0.06 0.670 0  2.40 1.206 -1.19

6 F 0.098 2 0.20 0.491 0  8.00 2.946 -5.05

7 G 0.142 9 0.10 1.429 0  4.00 4.287 +0.29

8 H 0.049 1 0.02 2.455 0  0.80 1.473 +0.67

合计 1.00 1.00 4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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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3：运用最低总成本法进行物流成本决策

情景：

最低总成本法永远是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的核心和主旨，是保证企业盈利和留住

客户的关键，也是一切物流作业的关键。在物流作业中有两种东西不能忘：质量与

成本。

某企业计划自建一个仓库，该企业一年中不同月份的货物吞吐量预测数据如下：

预计该仓库货物周转率为3次/月，总库容中50%为巷道，为应对可能发生的需求变

化，目前仅有70%的库容被利用。1千克产品平均占用0.5立方米的仓储空间，在货架

上可以堆码2米高。该仓库连同设备在内的投资为30元/平方米，折旧期限为20年，

运营成本为0.05元/千克。总库容的年固定成本为3元/平方米。租赁公共仓库的租金

为每月0.1元/千克，入库、出库的搬运费用为0.7元/千克。

请问如何决策？

路径：

1. 明确该决策主要目标是寻求总成本最小的方案。

2. 计算企业不同月份对仓库库容的需求数。

已知该仓库的货物周转率为3次/月，则每月经仓库周转的每3千克产品中有1千

克成为存货，因此，每月存货量为吞吐量的1/3，每储存1千克货物需要占用0.5 / 16

平方米的空间。由于巷道占用空间为50%，且仓库利用率为70%，则每月库容需求为：

月库容需求（平方米）=每月吞吐量×1 / 3×0.5 / 16×1 / 0.5×1 / 0.7

货物吞吐量预测表和企业库容需求见表3-15和表3-16。

表3-15  货物吞吐量预测表

单位：千克

月份 仓库吞吐量

1月 66 500

2月 328 000

3月 1 048 500

4月 2 141 000

5月 2 820 000

6月 2 395 000

7月 1 303 000

8月 460 900

9月 99 900

10月 15 300

11月 302 200

12月 556 700

合计 11 537 000

最低总成

本法物流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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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满足全年库容需求的前提下，计算各种规模的自营—租赁混合仓储组合的

相关成本。

以60 000平方米的仓库规模为例测算。一个60 000平方米仓库造价为1 800 000

元，在20年折旧期内平均摊销，年折旧费为90 000元，相关指标数据计算如下：

每月固定成本=（年折旧成本+3元/平方米×60 000平方米）/12

每月变动成本=仓库吞吐量×自营仓库份额×0.05元/千克

自营仓库份额=60 000/仓储空间需求（仓储空间需求小于60 000时，自营仓库份

               额为100%）

租赁仓库份额=1-自营仓库份额

每月存储成本=（仓库吞吐量×租赁仓库份额）/3次/月×0.1

每月搬运成本=仓库吞吐量×租赁仓库份额×0.7

编制仓库规模方案的成本计算表（见表3-17）。

表3-16  企业库容需求表

月份 仓库吞吐量/千克 库容需求/平方米

1月 66 500 1 979

2月 328 000 9 762

3月 1 048 500 31 205

4月 2 141 000 63 720

5月 2 820 000 83 929

6月 2 395 000 71 280

7月 1 303 000 38 780

8月 460 900 13 717

9月 99 900 2 973

10月 15 300 455

11月 302 200 8 994

12月 556 700 16 568

合计 11 537 000 343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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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策。

企业自营仓库规模为60 000平方米时，4—6月需要租赁库容，5月是需求高峰期，

自营仓库仅能满足71%的库容需求。最后选择成本最低的那一点为自营—租赁仓储混

合策略最终模式。

实例4：运用差量分析法进行物流成本决策

情景：

某企业的生产点设于甲地，其产品的消费者分散于较为广泛的区域，企业将产品

直接送往各个零售点。由于零售点没有充足的储存空间，因此企业必须进行多频次、

小批量供货。据统计，企业平均每年要运输2 010次，每次运输量平均200件，每件

产品的平均运输成本为9.8元。现企业希望通过建立中转仓库来降低成本。经考虑

企业在乙地找到了可以租赁的仓库。该仓库年租金为700元/立方米，如果企业租赁

1 000立方米的仓库，便可以先将产品以8 000件/次的批量从甲地运往乙地，每件产

品的运输成本是2.9元。产品进入租赁仓库后，企业再根据零售地的要求将产品配送

至各零售网点，每次运送200件，一年平均运送2 010次，每件产品平均运输成本为

表3-17  混合策略下成本计算表（使用60 000平方米自营仓库）

月份
仓库吞吐

量/千克

库容需求

/平方米

自营份

额/%

每月

固定成

本/元

每月

可变成

本/元

租赁份

额/%

每月

存储成

本/元

每月

搬运成

本/元

每月成

本/元

1月 66 500 1 979 100 22 500 3 325 0 0 0 25 825

2月 328 000 9 762 100 22 500 16 400 0 0 0 38 900

3月 1 048 500 31 205 100 22 500 52 425 0 0 0 74 925

4月 2 141 000 63 720 94 22 500 100 627 6 4 282 8 992 136 401

5月 2 820 000 83 929 71 22 500 100 110 29 27 260 57 246 207 116

6月 2 395 000 71 280 84 22 500 100 590 16 12 773 26 824 162 687

7月 1 303 000 38 780 100 22 500 65 150 0 0 0 87 650

8月 460 900 13 717 100 22 500 23 045 0 0 0 45 545

9月 99 900 2 973 100 22 500 4 995 0 0 0 27 495

10月 15 300 455 100 22 500 765 0 0 0 23 265

11月 302 200 8 994 100 22 500 15 110 0 0 0 37 610

12月 556 700 16 568 100 22 500 27 835 0 0 0 50 335

合计 11 537 000 343 362 270 000 510 377 93 062 917 754

差量分析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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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乙地仓库的仓储成本是450 000元 /年，装卸作业和库存持有成本是250 000

元 /年。

请决策：该企业是否应该在乙地租赁仓库。

路径：

1. 在没有租赁中转仓库，采取从工厂到零售网点直接运输时，企业一年的运输

成本为：9.8×200×2 010=3 939 600（元）。

2. 当企业在乙地租赁仓库后，企业一年的运输成本为：200×2 010×（2.9+2）= 

1 969 800（元）。

3. 差量分析。

由此可见，通过建立中转仓库模式，运输成本节约了3 939 600-1 969 800= 

1 969 800（元）。

通过租赁中转仓库模式尽管运输成本降低了，但是企业的仓储成本增加了

700×1 000+450 000=1 150 000（元）；装卸作业及存货持有成本增加了250 000元。

综合得知，由于租赁仓库，共增加物流成本：1 150 000+250 000=1 400 000（元）。

4. 决策。

由于租赁仓库使运输成本节约的数额足以弥补仓储成本、装卸搬运成本和存货持

有成本增加的数额，最终导致总物流成本节约了1 969 800-1 400 000=569 800（元）。

所以，企业采取在乙地租赁仓库的做法是正确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 能训练

实训：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工段盈亏平衡分析决策

实训目标：

1.  能够针对企业某作业工段（班组、分支机构等）进行盈亏平衡分析。

2.  能够根据工段或班组盈亏平衡分析结果进行基于工段或班组的管理决策。

内容简介：

提取企业某工段相关作业数据和成本资料，进行工段盈亏平衡点决策，应用平衡

点数据进行工段作业管理规划。

环境要求（以下三项有一项即可）：

1.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工段盈亏平衡分析决策动画。

2.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物流成本管理软件1.0系统。

3.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物流成本管理模拟实训室（标配）。

地点：计算机中心或软件实训室。

配置：与实训人数相当的计算机配置、宽带、互联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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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资料：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针对各项作业特点，划分了仓储、分拣包装和分拣配送三个

作业工段，而且，很快就要以作业工段为核心实行独立核算了，这对每个作业工段都

是考验。目前分拣包装作业工段长老王心里比较焦急，他想要先知道自己工段的保本

点，以便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而自己对于该保本点的匡算还比较模糊。

请帮助老王核算一下分拣包装作业工段的盈亏平衡作业点吧。

实训组织：

项目小组（同实训1）。

操作步骤：

1.  提取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工段某月作业成本的相关数据资料。

2.  计算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工段月总固定成本。

3.  计算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工段不同车型分拣包装作业单位变动

成本。

4.  分析万达物流有限公司不同车型零部件分拣包装月拉单需求量。

5.  计算确定工段月盈亏平衡点。

6.  进行数据运用与作业管理决策。

注意事项：

1.  企业不同对象的盈亏平衡点计算不需要十分准确的数字，对于决策而言，只

需要一个大致的数即可，不必过于计较。

2.  学生要学的主要是计算方法，以此作为科学决策的手段在实际工作中加以

使用。

3.  与盈亏平衡点相关的各种数据的收集十分重要，其收集过程也具有实际意义，

应在训练中特别加强。

4.  应培养学生的主动意识、管理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实训报告：

1.  实训总结报告书。

2.  万达物流有限公司分拣包装作业工段盈亏平衡分析与作业管理决策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 步测试

一、单选题

1.  下列关于预测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预测是预算的前提和基础 

      B.  预测要建立在科学预算的基础上

      C.  预测是物流成本管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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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预测是做好作业管理的重要手段

2. （    ）是根据成本、产量、利润三者之间关系，进行盈亏分析的一种数学方法。

      A.  本量利分析法      B.  加权平均法

      C.  差量分析法      D.  最低总成本法 

3. （    ）是组织若干了解情况的人员，要求他们根据对客观情况的分析和自己

的经验，对未来的情况做出各自的估计，然后将每个人的预测值进行综合，得出预测

结果。

      A.  综合评价法      B.  用户期望法

      C.  专家调查法      D.  比较分析法

4.  根据有关物流成本数据和企业的具体发展情况，运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对未

来的成本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做出科学的估计，指的是物流成本管理的（    ）。

      A.  核算    B.  预算     C.  决策   D.  预测

5.  在物流成本预测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有关资料，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从若

干个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过程，指的是物流成本管理的（    ）。

      A.  核算    B.  预算          C.  决策   D.  预测

6. （    ）是预测人员根据已有的历史资料，凭借个人的经验和综合分析、判断

能力，对未来成本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A.  定性预测法      B.  定量预测法

      C.  综合判断法      D.  专家调查法

7. （    ）是借用历史统计资料，运用一定的数学模型，通过计算与分析来确定

物流成本的未来发展以及数量方面的变动趋势。

      A.  定性预测法      B.  定量预测法

      C.  综合判断法      D.  专家调查法

8. （    ）是把一定时期的实际物流成本变化量填列在坐标图上，其分布会呈现

出一定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坐标图上可用一条直线代表，将这条直线延伸，可以用来

预测。

      A.  高低点法      B.  时间序列分析法

      C.  回归分析法      D.  因果（相关）分析法

9.  按时间顺序（如年、季、月）加以排列，构成数列，从而寻求规律，用来推

测同样条件下、同一问题的未来发展状况，这种方法叫（    ）。

      A.  高低点法      B.  时间序列分析法

      C.  回归分析法      D.  因果（相关）分析法

10. （    ）是根据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预测的一种预测方法。

       A.  高低点法       B.  时间序列分析法

       C.  回归分析法      D.  因果（相关）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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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选题

1.  物流成本预测的程序包括（        ）。

      A.  确定预测目标        B.  收集和分析有关资料

      C.  提出预测模型，选定预测方法    D.  进行预测

      E.  分析预测结果

2.  物流成本预测的方法很多，但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调查为基础的经验

判断法，二是以统计资料为基础的分析计算法。它们分别是（        ）。

      A.  定性预测法    B.  时间序列分析法        C.  用户期望法

      D.  专家调查法    E.  定量预测法

3.  物流成本预测方法中的定量预测法有（        ）。

      A.  高低点法        B.  学习曲线法

      C.  时间序列分析法      D.  回归分析法  

      E.  因果（相关）分析法

4.  物流成本预测方法中的定性预测法有（        ）。

      A.  综合判断法    B.  比较分析法          C.  用户期望法

      D.  专家调查法    E.  预测法

5.  进行物流成本决策的方法有（        ）。

      A.  本量利分析法        B.  加权平均法

      C.   价值工程分析法（功能成本分析法）  D.  最低总成本法

      E.  差量分析法 

三、计算题

某企业生产的甲产品7—12月的产量及成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明年1月的产量为48件，采用高低点法进行成本估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挑 战自我

下表是某物流公司按照客户收支分类统计的数据表，请解读表中有效信息，并用

直观的可视化的手段展示出来。 

产量及成本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产量（件） 40 42 45 43 46 50

总成本（元） 8 800  9 100  9 600  9 300  9 800  1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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