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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杜邦模型的精益管理会计

模型构建研究

□裴小兵　李　幸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摘　要]    【目的/意义】 会计体系是伴随着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完善成熟的。由于生产方式发

生了重大改变，会计系统理应发生相应的改变。传统的成本会计主要是以产品为核算对象进行分析，

易于忽略时间的重要性。 【设计/方法】 基于此，通过分析当前会计出现的问题，在资金具有时间价

值的基础上分析了提高周转率对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收益率的作用。通过分析杜邦模型中以总资

产计算资金周转率的弊端，指出固定资产介入资产周转考核弱化了流动资产对利润的直接贡献和价

值，也弱化了流动资产周转对资本收益率的贡献。 【结论/发现】 因此提出了改进杜邦模型，聚焦于

流动资产管理。从企业的运营管理视角构建了精益管理会计模型，弥补了价值流图与利润无关的缺

陷，为企业消除浪费促进成本改善，提高资金收益率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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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accounting system is mature and matur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practice  activities.  Due  to  major  changes  in  production  methods,  the  accounting  system  should  be
changed accordingly. Traditional cost accounting mainly analyzes products as accounting objects, and it is easy to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time.  [Design/Methodology]  Based  on  thi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accounting, on the basis of the time value of fund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turnover
rate  to  reduce  the  capital  occupation  and  improve  the  capital  return  rate.  By  analyzing  the  shortcomings  of
calculating  the  capital  turnover  rate  of  total  assets  in  the  DuPont  model,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fixed  asset
intervention  asset  turnover  assessment  weakens  the  direct  contribution  and value  of  current  assets  to  profits,  and
weakens  the  contribution  of  current  assets  turnover  to  capital  return.  [Findings/Conclusions]  Therefore,  a  lean
management accounting model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made  up  for  the  defect  that  the  value  stream  map  had  nothing  to  do  with  profits,  and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mpany to eliminate waste, promote cost improvement, and improve the return o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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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成本管理是生产经营与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环

节，有效地降低成本从根本上影响着企业竞争力的

强弱。传统的成本会计是以产品为导向的标准成本

核算方法，把规模经济效益作为目标，主要适用于

大批量生产方式。这种会计模式容易导致生产过

剩，使企业保存大量存货造成企业利润虚增，最终导

致经营者的短期利润取向，影响企业的发展前景[1]。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的需求特征方式发生了

重大改变，大规模生产方式已然不能适应当前的市

场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精益生产的出现解决了大

规模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的多品种、小批量的需求模

式与规模经济效应之间的矛盾，解决了过去只有依

靠单一品种大量生产才能实现低成本运营的困境。

与此同时，与精益生产相匹配的精益会计也顺势而

生。在成本问题上精益会计比传统会计更注重时间

的重要性，它关注生产流程和销售过程中的每一个

环节，追求零库存、零浪费，致力于消除一切浪费

来降低和减少成本，快速地响应市场的需求环节，

适应于当前购买者追求个性化、小批量的生产方式。

对企业进行投资是期望得到更多的资金回报，

提高资金生产率。生产作业对象的背后是资金，因

此要以资金的性质看问题。资金有生产率问题，也

有时间价值问题，而传统管理会计成本只关注生产

率问题而缺乏对时间的关注，使产品与资金脱节。

丰田公司的田中正知教授曾提出Ｊ成本论，把时间

要素加入成本来分析企业成本，可见时间的重要

性，但其并未对时间与资金的生产率关系进行更深

入的阐释。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当前国内外研究现

状开始，指出传统会计成本的缺陷，突出时间的重

要性，接着从改进的杜邦模型着手，构建以管理者

为视角，以资金的时间价值为依据的精益管理会计

模型，把资金的生产率体现出来，进而指导企业实

践，以期为企业成本改善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企业运用精益生

产方式。然而在实行精益生产不久后就会发现其使用的

会计管理模式与精益改善不相容。这主要是因为传

统会计的标准成本核算主要支持大规模单品种的生

产方式，但却不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的精益生产模式[2]。

传统会计的标准成本法是预先确定单位成本，

最后估算出成本输出，这样做是与实际的产品成本

存在差异的，不能为企业的运营控制提供有效信息[3]。

并且建立在发生主义基础上的近现代会计制度和股

东价值经营一般只对企业的利润下降问题和当前的

生产经营状况做出暂时反应和较短时间的改进，很

少能够深入地去思考企业存在的根本成本管理问题[4]。

再者，传统的会计方法容易使企业生产大批量产品

造成大量库存或者造成库存短缺交货期延长等危机[5]，

大量库存易于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影响资金增值，

阻碍企业发展效率[6]，而交货期的延长会降低客户

满意度，产生丧失客户的潜在危机。另外，大多数

公司的财务报告信息都是每月发布一次，其计量的

指标无法及时满足公司对主要财务信息的需求[7]，

当前的财务报表也不能反映精益生产企业真正的经

济效益，许多标准成本的准则对于实行精益的公司

来说不再适用[8]。会计作为制定决策的主要依据是

企业进行精益转型成功的关键[1]。如果我们试图采

用精益变革和改进思想，这些传统的会计和业务度

量方法将阻碍我们的发展[9]。会计体系是伴随着生

产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完善成熟的，由于生产方式发

生了重大改变，会计系统也应该相应地改变。因

此，公司实施精益生产方式必须从组织结构到绩效

衡量都发生改变，管理会计也必须改变自己的会计

系统，以支持企业做出决策和绩效的衡量[10]，在这

种背景下精益管理会计应运而生。

精益管理会计是与精益生产方式相互关联、相

互作用的[11]。价值流管理是整个精益会计系统的基

础，精益会计通过价值流管理来改善企业绩效，把

降低成本的责任和压力分散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使成本削减成为贯穿价值流始末的任务[12]。相对于

关注标准成本计算和分配使用的传统会计实务，价

值流成本的会计处理相对简单[13]；价值流中包含的

所有费用都是实际发生的成本，都被称为直接成

本，与价值流无关的成本都不计算在内[14]。精益会

计通过使用价值流成本和实际的产品成本为企业提

供及时准确的信息[15]，消除传统会计控制系统掩盖

的不易察觉的浪费从而节省时间和金钱[16]，最大程

度地满足客户提出的各种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和

服务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17]。而节省

时间不仅能够提高劳动效率（系统整体产出速度和

物流运行效率），还可以降低在产品库存，减少资

金成本的占用，提高资金周转效率[18]。

综上关于国内外精益会计的研究可知，由于生

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会计系统渐渐显示出

了许多不适应，不仅容易掩盖成本的根本性浪费，

也不能解释在实践中确实有效的精益改善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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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因此有必要依据精益生产方式的理念、体系

对传统的管理会计体系加以分析、改进。虽然当前

已有相关文献强调抓住精益思想，消除流程中的浪

费，找出非增值环节，但是对精益会计重视时间，

提高资金收益率的企业目标并未做深入研究。因此

本文基于前人对精益会计的研究，从生产率视角下

进行运营资金的投入产出收益分析，构建精益管理

会计模型为进一步的管理会计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二、基于时间的企业成本分析

（一）当前会计出现的问题

在当前会计准则中，产品的利润与成本费用有

关与时间无关。其原因是在发生制会计准则中，对

材料成本的计量是以采购价格为准，经采购入库后

原材料就会一直依账面价格计量、计算，这个财务

计量是与时间无关的。因此多数企业通常都采用大

规模采购和生产的方式来降低成本费用，希望获得

更多的利润。而大部分公司通常都采用如下会计公

式进行计算：商品销售成本=期初结存商品+本期购

入商品成本–期末结存商品成本，该式表明销售成

本与期末存货商品的成本成反比，那么利润就与期

末结存商品成正比。即期末存货成本的增加会导致

分配在库存中的固定费用增加，而这些又将结转到

下期，使销售成本相应减少，最终使企业利润虚

增[16]。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人们不能真正认清库存的

危害反而大量囤积库存。而抛开会计核算公式，我

们还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企业期末存货成本的上

升会减少净利润，而且存货长期占用大量流动资

金，也会严重影响资金周转率。

在当前的会计核算下，利润是根据权责发生制

原则核算出来的。权责发生制贯彻递延、应计、摊

销和分配原则，以此计算的利润常使一个企业的盈

利水平与真实的财务状况不符。而会计报表中的现

金流量表通过将企业现金流量划分为经营活动、投

资活动、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按不同类别

反应企业一定期间内现金的流入、流出以及现金流

量净额。这样虽然可以整体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以

及筹措资金、生成现金的能力，但这只是反应一段

时期企业整体经营的结果，并不显示每一次投资业

务的现金增减变化。因此从企业生产管理和生产现

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核算方式并不能对具体的业

务产生指导作用，而及时的发现问题并采取改善措

施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成本。

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少

的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股东对企业进行资金投入

也是希望能够获得更为丰厚的资金回报。如果资金

被占用的时间较长而不及时发现，将会影响资金的

周转率，降低企业利润率水平。因此企业应该充分

认识时间要素的重要性，从时间的视角去探索时间

与资金和成本的关系。

（二）时间周期与资金收益率

F = P (1+ i)n

资金的时间价值是指资金在忽略通货膨胀以及

风险的基础上，经过一定时期的投资与再投资所产

生的增值。简单来说，资金的时间价值是指货币资

金在不同的时间点具有不同的价值[19]。一般有两个

涵义:第一，资金必须用于某项投资活动或生产经

营过程才可以获得相应的收入或利润，即资金增

值。在此期间，由资金所产生的增值价值或附加价

值就叫做资金的时间价值。第二，如果将资金放置

起来不使用，也就是说放弃资金的使用权力，那么

企业就会失去获得利润的机会。在一定时间内因放

弃使用资金而付出的这种价值牺牲也被称为资金时

间价值[20]。计算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与计算利息的

方法类似，涉及单利和复利两种计息方式。复利的

方式不单考虑了初始投入资金的价值，而且还包括

了由初始资金产生的时间增值价值，能够更明晰地

诠释资金的真实状态，因此在财务管理会计中对资

金时间价值的核算一般都采用复利计息法进行计

算。复利终值为 ，本金P一定时，年

数n越大，最终获得的资金就越多；如果利润F一
定，n越大，那么需要投入的本金P就越少。

对于企业来说，资金不会随时间变化而自动发

生增值，只会在投资过程中才能获得增值收益[21]。

将资金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经过一定时间的加工运作

后，资金投入时的原始价值加上它在运作过程中获

得的利润或报酬，资金价值就获得了增值。假设在

一定的时间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用A表示投入一

个产品的资金，r表示利润率，N表示生产产品数，

用F表示在时间轴上被占用的资金，m表示实际周

转次数，则周转m次后F变为：

F =
N
m
A (1+

r
m
)m (1) 

如果在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增加周转的次数，我

们能够发现：

N
m ¡ 1

A (1+
r

m ¡ 1
)m¡1 >

N
m
A (1+

r
m
)m (2) 

证明：

因为m，n，A，r都大于0且0<r<1。只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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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1
x
(1+

r
x
)x单调递减即可。

 

y 0 = ¡ 1
x 2 (1+

r
x
)x +

1
x
¢ ex ln(1+ r

x )¢

[ln(1+
r
x
) + x ¢ 1

1+ r
x
¢ ¡r
x 2 ]

= ¡ 1
x
(1+

r
x
)x [¡ 1

x
+ ln(1+

r
x
)¡ r

x + r
]

¡ 1
x
(1+

r
x
)x < 0又x>0，则

¡ 1
x
+ ln(1+

r
x
)¡ r

x + r
=

ln(1+
r
x
)¡ r

x
+
r
x
¡ 1
x
¡ r
x + r

=

ln(1+
r
x
)¡ r

x
+
r2 ¡ r ¡ x
x (x + r)

ln(1+
r
x
)¡ r

x
< 0

r2 ¡ r ¡ x
x (x + r)

< 0又 ，0<r<1，

y 0 < 0 y=
1
x
(1+

r
x
)x

N
m ¡ 1

A (1+
r

m ¡ 1
)m¡1 >

N
m
A (1+

r
m
)m

即可得 ， 单调递减，m–1<m，

则 。

由证明过程可知，在一定的计息期间内，一次

周转期越长，能够周转的次数越少，企业占用的资

金成本越多；周转的次数越多，占用的资金成本越

少。那么在一定时期内当产出一定时，提高周转

率，就会减少流动资金占用。

在价值管理时代，企业的成本管理必须与价值

结合起来，将成本管理由一味地追求效率发展成为

追求效益，即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最佳成本水平的管

理方式[22]。价值工程理论公式V=F/C，即价值=功
能/成本，价值高说明该事物的有益程度高、效益

大、好处多，反之亦然。价值工程的核心就是要通

过各种方式不断地提高投入产出比。那么当产出量

一定时，减少产品全生命周期资金成本占用，资金

收益率就会提高。

三、杜邦模型改进分析

大规模生产方式依照规模经济的思想组织生

产。通过大量地采购原材料降低采购价格，分摊相

关费用，大量地生产产品降低可变成本的比率，大

量地销售降低相关费用的分摊比例，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利润。然而单一品种大量生产的生产方式在面

临当前多品种少批量的社会需求特征时就会出现产

品滞销，积压大量库存等问题，使企业资金风险急

剧上升。而当前会计体系在报表中并没有相关指标

能够反映这种风险的存在。

当前会计体系的发展是伴随着大规模生产方式

的成长而完善成熟的，与大规模生产方式相适应。

大规模生产方式是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创立发展

的，这种生产方式有效的前提是市场有足够的需求

消化产能。而当前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多品种小

批量成为社会需求的主要特征，精益生产方式正在

取代大规模生产方式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因此与

大规模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会计方式也应该发生相应

改变以适应这种变革。

杜邦分析法是通过采用几项主要的财务比率之

间的相互关系来综合地剖析企业整体财务状况的方

法。它主要是从外部的股东视角出发，以实现股东

财富最大化为目标，提供财务管理方面的信息数据。将

资产收益率即股东权益报酬率作为起始点，层层分

解为财务报表中企业的最基本构成要素或项目[23]。

观察杜邦模型树状图，可以发现模型包含三个子系

统：第一个子系统是以产品为对象，解构了产品的

成本利润构成，在计量产品的不变成本之外，把固

定资产以折旧的方式分摊到成本中；第二个子系统

是以企业总资产为对象分析了总资产的运营效率；第

三个子系统是股东权益乘数，反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

然而当我们从企业内部运营活动的视角分析产

品的成本利润构成因素就会发现，作为支持性资产

的固定资产在产品构成中并不直接发生，而是以会

计分摊的方式计入，在产品流动的生产周期中，其

并不直接参与资金的流动。

因为固定资产的价值一般比较大，在购置或建

造固定资产时不可避免地需要支付相当多的货币资

金。固定资产能够使用的年限比较长，可以长期在

多个生产经营过程中重复发挥作用。对固定资产的

投资是一次性足额投入，但对资金的回收是通过采

用分期将其以折旧费的方式按月计入产品成本，最

后通过销售产品从企业营业收入中获得补偿，固定

资金的回收期会很长。因此，对于一次生产周期过

程来说，固定资产基本上不参与资金的流动。

相对来说，流动资产的流转与产品流动的生产

运行周期相一致，经过一个生产周期后，流动资产

的价值完全转移到制成品上。企业通过销售产品获

得营业收入时即完成了对流动资产的资金回收。在

一次生产周期中，对流动资产的资金投入会随着产

品的流动参与资金的周转。

另外，在会计计量中企业通常按月对固定资产

计提折旧，依据固定资产的预计可使用年限对其进

行记录报告。因此对固定资产的计量涉及多个会计

分期；而对流动资产的会计记录只需要在一次生产

经营活动完成后即可进行考核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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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会计核算中将固定资产和流动资

产加总后进行企业资产流动性计量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企业运营的视角看，当前的杜邦模型为了能

够反映对企业全部资产的管理情况，主要用总资产

周转率这个参数来衡量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

对于企业运营来说，如果聚焦于总资产，由于固定

资产价值大、回收时间较长、周转速度慢，则不易

发现企业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将固定资产介入

资产流动性考核就弱化了流动资产对利润的直接作

用和价值，同时也弱化了资产周转对资本收益率的

贡献，进而不能有效地在企业实践上对提高资产收

益率提供指导作用。

杜邦模型弱化了资金的流动性管理。不重视流

动，其结果是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在流程中沉淀、

占用资金费用，增加了运营对资金的依赖。对于流

动资金来说，当一个投入产出期完成后，回收的流

动资金就可以再次投入使用，充当新的流动资金支

付材料费、人工费等。这就为企业减少流动资金的

投入量、减少成本、提高资金效率的改善活动指出

了改进方向。因此从管理运营角度来看，企业应充

分重视流动资产的重要作用，通过剖析流动资产的

运行规律，找到管理企业资金的正确路径。我们通

过聚焦企业流动资产管理，剖析相关财务指标的关

系，对杜邦模型进行了改进。如图1所示。
 
 

×

×

÷ ÷

− −

÷

−

 
图 1   改进的杜邦模型

 

改进后的杜邦模型仍然沿用原有的基本结构，

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出发，以股东权益报酬率

作为起点进行分析，但是此时的权益报酬率=销售

净利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比率，因此如图1
所示改进后的杜邦模型包含三个子系统：第一个子

系统没有发生变化，相关参数依然反映企业的盈利

能力。第二个子系统从流动资产周转率出发，重点

考察流动资产的运营效率。由于第一个子系统在对

净利润的计算过程中，已经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分

摊将固定资产的因素考虑在内，且第三个子系统中

也涉及总资产这个参数，由此可见将弱化总资产周

转率作用的固定资产抛开，而将重点放在流动资产

上是合理的，而且这样的改进有助于企业聚焦流动

资产，关注企业运营的发展。关于第三个子系统的

核算，由于权益报酬率=净利润/股东权益，流动资

产净利率=净利润/流动资产，那么其应该以流动资

产比率为起点进行分析。而系统中由于流动资产比

率=流动资产/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资产–负
债，因此改进的杜邦模型仍然能够反映企业的资产

和负债能力。

综上所述，改进的杜邦模型依然能够反映企业

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能够用总资

产、负债、股东权益报酬率、销售净利率、流动资

产报酬率等相关会计参数和比率综合地反映企业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且充分重视了流动资产的

重要性。企业关注流动资产，就会通过剖析流动资

产的运营规律，关注流动资金投入和流动资产的周

转问题。这样的改进易于促使企业增强时间观念，

致力于减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浪费环节，缩短时

间，加快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提高流动资产的利

用率。

由上可见，缩短周转时间，提高企业周转率，

就会减少企业流动资金占用。那么通过一定量资金

的流动，最初投入的资金就可以反复利用来补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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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产在生产过程中的持续消耗，减少投入资本的

额外预付；同时也能够避免企业占用大量资金，

缓解资金短缺造成的压力，争取使资金效益达到最

大化，提高资金收益率。因此，改进后的杜邦模型

更加适应当前的生产方式，促进企业的改善活动。

四、精益管理会计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

成本的核心问题是资源效率问题，高成本的原

因主要是生产效率低下。客户期望以尽可能低的成

本收到产品；制造商希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客

户的要求，获得尽可能高的净利润。为了有效地使

有限的资本资源尽快地发挥更大的收益，集中精力

改善价值流中的不增值过程的浪费就变得非常关

键。精益价值流是精益生产方式的一种强有力的可

视化工具，也是整个精益管理会计系统的基础。精

益价值流分析是企业开展精益生产活动的必经之

路，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绘制企业当前价值流图，

帮助企业全面地分析和掌握整个价值流情况，锁定

企业增值和非增值的活动。通过剖析非增值过程找

出浪费的所在，确定业务流程中需要进行改善的地

方，并通过持续不断地改善方法消除或减少不增值

的活动[24]。它主要从提高效率入手，缩短生产的投

入产出期，加快资金流动和资金周转，减少流动资

金占用量，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绩效，从而为顾客

和企业带来最大的效益。

价值流图通过形象化地描述生产过程中的物流

和信息流，能够直观地突出浪费之源，帮助企业致

力于消除价值流中的一系列浪费。但是在价值流分

析中并未明确说明与企业资金之间的关系。在一定

时期内当产出一定时，提高周转率就会减少流动资

金占用，为了避免固定资产掩盖周转在资本收益率

的作用、清晰地展示企业当前价值流现状以及精益

改善后价值流情况、突出资金在企业运营中的相关

变化，从企业流动资产运营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精

益管理会计核心模型，如图2所示。

精益管理会计模型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代

表价格。对于企业经营来说，在一定时间内生产一

定数目的产品，假设单位产品市场价格长期恒定不

变，那么获得的收入Q=P则是一定的，用公式y=P
表示，如图2中直线a。

P = F= (1+ i)n
如前文所述，资金具有时间价值，那么依照复

利公式计算，复利现值 ，即当前时

刻的P元与n年后的F元在经济上是等效的。而

F>P元，那么在n年后获得P元则相对于在当前时刻

y = P= (1+ i)t

获得P元来说是亏损的。经过的时间越久，P元的

经济价值越低，亏损的越多。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

间，资金表示不同的价值，资金的时间价值会随着

时间的增长呈现递减的状态。那么在企业中，企业

生产的过程时间越长，销售期越长，收回同样数额

的资金，但是资金的经济价值越低。若用t表示时

间，单位为天，i代表日利率，y表示资金Q的复利

现值，那么此时曲线b可表示为 ，如

图2曲线b所示。

价值流是当前产品通过基本的生产过程所要求

的所有活动，包括从供应商购买原材料的过程、企

业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后转变为产成品以及最终到达

客户的全过程，包含一系列增值和非增值活动。据

统计调查发现，在企业生产活动中，增值活动仅占

整个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5%，必要但是非增值

的活动大约占比60%，其余35%为浪费[25]。非增值

活动包括物料的运输过程、生产计划的制定和安

排、成员相互间的沟通以及机器等待的时间等，而

在这些过程中产品的价值是不增值的，但是时间是

流逝的。因此价值流增值是一个随时间呈阶梯状不

断增长的过程，而具体的增值和非增值的时间和资

金价值可通过产品各工序的生产实际情况进行测

定，如图2折线c所示。
 
 

t1 t3

P a

b

时间

价
格

应收
利润

存在
利润

c

t2

P0

t0

亏损

纵坐标代表价格P
直线a的表达式为y=P, 代表产品的市场价值
折线b代表产品的价值流过程, 包括增值和不增值活动

曲线c的表达式为y=P/(1+i)t, 代表资金的时间价值

注: 横坐标代表时间t

 
图 2   精益管理会计模型

 

（二）模型精益改善分析

由图2可知，在t1时刻价值流增值过程结束，由

企业实际生产过程可得出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企业投

入的资金总成本记为P0。如果此时将产品全部卖

出，企业能够获得的总收入为Q=P，按照当前会计

的计算准则可知企业应该获得的利润为（P–P0）。

但是资金具有时间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t0时刻的资

金P的经济价值会降低。根据曲线b可知，在t1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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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P

(1+ i)t
=

P
(1+ i)t1

(3) 

P= (1+ i)t1¡
P= (1+i)t1¡P0

¢

P= (1+ i)t2 = P0

即t1此刻的P元与t0时刻的 元经济价值

相等，那么企业实际获得的利润为 ；

如果产品销售过程占用的时间越长，收回的资金P
相对应的经济价值就越低，企业获得的实际利润也

就越小，总有一刻会使t0时刻P元的经济价值降为

与投入价值流的成本相等，我们将其记为t2，即

，由此可计算出

t2 =
lgP ¡ lgP0

lg (1+ i) (4) 

P= (1+ i)t3
¡
P= (1+ i)t2 ¡

P= (1+ i)t3
¢

(lgP ¡ lgP0) = lg (1+ i)
(lgP ¡ lgP0) = lg (1+ i)

如果在此刻才将产品销售出去，则实际上企业

的利润为零；如果在大于t2时刻销售出产品，则实

际财务是处于亏损状态的，例如企业在t3时刻销售

出产品，按照当前会计核算则记录的利润仍会为

（P–P2），但是实际上的t0时刻的P元已经降为

，企业实际财务已经亏损

。由于当前会计在核算中从未考虑时

间要素，忽略资金的时间价值，以至于在财务报表

中计算的利润都是理论上应该获得的利润，因此

使企业无法看清财务的本质。但是精益管理会计

模型却可以帮助清晰地认清企业财务亏损情况，

如果企业绘制精益管理会计模型，则还可以以

为界限，当周转时间小于

 时企业盈利，反之，企业

就亏损。这样有利于把握时间要素，及时收回成本。

企业期望用最少的投入资金尽快获得更多的收

益，但是图2中产品价值流增值期间可以发现企业

非增值活动占用的时间较多。如果提高周转率，企

业占用的资金会减少；资金具有时间价值，企业周

转时间越长，资金的实际经济价值就会越低，因此

为了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必须关注时

间问题，致力于缩短流动资金周转时间，降低成

本，加快资金周转率。

由于精益管理会计模型中的时间和产品价格都

是根据各工序的生产实际情况进行测定，因此可根

据这些数据有意识去观察工厂内的各工序找到瓶颈

工序，进而集中精力对其进行改善，消除时间浪

费，譬如对采购原材料消耗的时间、生产过程换型

换线造成的等待浪费、生产线位置移动带来的搬运

消耗时间、批量等待时间，大量库存占用时间，甚

至传送带速度问题等。生产经营过程中任何环节上

的工作得到提高或改善，都会反映到周转天数的缩

短上来。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改善目标，绘

制改善后的精益管理会计模型，进而分析企业的周

转情况以及资金收益情况，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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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精益改善后精益管理会计模型

 

t10

y = P= (1+ i)t = P= (1+ i)t1
0³

P= (1+ i)t1
0
¡ P0

´
¡
P= (1+ i)t1 ¡ P0

¢
t10

改善后的精益管理会计模型在使 时刻就完成

了价值流增值过程。如果此刻将产品进行销售，P
元的实际经济价值 ，

那么对应企业的实际利润 ，相

对于在t1时刻获得的利润 明显增

加，而 到t2时刻存在利润的期间也明显增多，由

此可见精益生产缩短时间对企业来说是有效的。如

果此时仍然用当前的会计准则计算利润，利润的值

仍为（P–P0），则看不出精益改善的成果。图4是
将改善前后精益管理会计模型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能够很清晰地突出消除浪费节省的时间和实际获得

的利润。因此，采用精益会计模型不仅能够帮助企

业清晰地分析当前财务利润状况，重要的是能够帮

助企业致力于经营管理过程，关注价值流增值过程

以及销售过程，发现浪费根源，这样才能方便企业

运用各种精益管理方法及工具，有的放矢地消除浪

费缩短时间，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进而提

高流动资金的周转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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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精益改善前后精益管理会计对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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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

的需求趋向个性化多元化，大多数企业都趋向采用

精益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但是与大规模生产方式相

统一的传统成本核算方法已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公司

的业绩，不能指导企业进行合理的改善甚至阻碍精

益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必须要一种与精益生产

方式相匹配的精益会计核算方法更加真实、明确地

反映企业的经济活动。精益会计更加重视时间的重

要性，能够及时发现价值流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帮

助指导企业消除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浪费。基于

此，本文关注时间要素，在资金具有时间价值的基

础上分析了提高周转率对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

收益率的作用。进而改进杜邦模型，重点关注流动

资产构建精益管理会计模型，弥补了价值流图与利

润无关的缺陷。因此可根据企业真实情况构建精益

管理会计模型，分析数据找出瓶颈工序，集中精力

对其采取改善措施，最终缩短过程周期时间提高资

金收益率提高企业生产能力，使精益管理会计模型

中相关会计指标更好地指导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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