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号 F23/1035 密级 公开
U D C 编号 10741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论文题目 价值链视角下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研 究 生 姓 名： 杜启兰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袁有赋 副教授

............学 科、专 业 名 称： 管理学 会计专硕

......研 究 方 向： 成本与管理会计

提 交 日 期： 2024 年 6 月 1 日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链视角下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

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

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

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师(校外)签名： 签字日期：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 （选择“同

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

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

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导师(校外)签名： 签字日期：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链视角下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Research on Gree Group's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Candidate :Qilan Du

Supervisor: Youfu Yuan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链视角下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1

摘 要

互联网时代，数据的快速更迭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迎来了新的

机遇，高透明度的信息为企业的成本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当下多数企业

依旧沿用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只从企业的内部成本控制的角度出发，

对企业内部价值链的某些环节进行分析，已不能帮助企业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环

境，因此，战略成本管理在传统成本管理的基础上加入战略的思想，从一个更高

的角度审视企业成本管理的可控之处，综合分析企业内外部价值链的各个具体要

素，从各个环节优化企业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战略成本管理围绕企业的价值链，但不限于企业内部价值链，而是结合上下

游企业从全过程、全方位实施成本管理策略。从内部价值链来看，传统的成本管

理将生产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进行成本控制，而战略成本管理将成本发生的各个

环节串联起来，动态的管理企业成本。从外部价值链来看，战略成本管理关注到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企业已经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存，而是要把本企业作

为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联盟的关系，实现成本效益

的最优。

格力集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际化家电企业，在价

值链成本管理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本文以格力集团为研究案例，在梳理价

值链成本管理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现状和外部市场环境，首先从多角度分析了案

例企业价值链成本管理的实施情况。其次主要从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价值链两个方

面分析企业成本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进

一步完善价值链成本管理的建议。研究发现，案例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的不确定

在增加，家电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只有摆脱传统成本管理模式的束缚，从全产业

链的视角进行战略成本管理，才能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价值链战略 成本管理 格力集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94%E5%8F%91/481544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4%BA%A7/31236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80%E5%94%AE/23941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D%E5%8A%A1/855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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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e of the Internet，because of the rapid change of data has

brought a huge impact to enterprises, but also ushered in new

opportunities. However, most enterprises have not yet updated their cost

management methods and still use the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mode.

This mode only analyzes certain links of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value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cost control, which

can no longer help the enterprise to cope with the unpredictable market

environment. Therefore,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and incorporates the idea of strategy. From a

higher Angle to examine the controllable aspects of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ach specific element of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ue chain, optimize the enterprise cost

from each link, so a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focuses on the value chain of the

enterprise, but is not limited to the internal value chain of the enterprise,

but combines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from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implementation of cost manage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l value chain, the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separates each link of production for cost control, while the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connects each link of cost occurr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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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ally manages the enterprise co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value chain,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is concerned that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the enterprise cannot survive as an independent

individual, but should take the enterprise as a link in the value chain,

establish a long-term alliance relationship wi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and achieve the optimal cost benefit.

Gree Group is an international applianc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and has its own

unique aspects in value chain cost manage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Gree Group as a case study,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value chain

cost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external market environment, first of all,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lue chain cost management of the case enterpris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econdly, it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from two aspects: internal

value chain and external value chain. Finall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put forward further improve the value chain

cost management sugges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 faced by the case enterprises is increasing, and the

competition of home applianc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Only by

getting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he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mode and

carrying out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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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chain ca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e promoted.

Keywords：Value chain strategic；Cost management；Gre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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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智能设备的不断升级，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家电市场也趋于

饱和，全球及中国空调市场的外部环境不佳，销售市场规模明显下滑。根据奥维

云网（AVC）推总数据，2022年全球家用空调市场规模为 1.6亿台，同比下滑

3.1%；中国市场规模为 8.02万台，同比下滑 1.6%。根据艾肯网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整体市场容量同比上年度下滑 2.6%。在相对饱和成熟的市

场下，企业已不能再通过提高营收来获得利润，而是要从“节流”的角度优化成

本。

传统的成本管理聚焦于企业内部生产流程，将产品形成过程的各个环节作为

成本节约的主要实现途径，虽在一定程度降低了某些环节的可控成本，但从总体

上来看，没有站在更加全面的视角考虑企业成本问题。尤其随着近几年生产技术

的逐渐成熟，大多数制造型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仅仅从企业内部生产环节考虑成本

问题已不能满足企业长期经营的需要，必须创新一种新的成本管理方式，将可控

成本的范围扩大，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具体的环节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战略成本管理的出现则恰好满足企业“节流”的需要，这种方法将战略的思

维引入到企业成本管理中，从战略的角度看待企业价值链上的成本，并且这种方

法不再将价值链上的单个环节作为降低成本的绝对考虑因素，而是在成本管理的

过程中将内外部影响企业成本的要素看作一个整体，系统地结合起来实现成本控

制及价值增值。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目前，对于大多数制造型企业来说还是沿用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进行成本控

制。从实践的意义上来看，成本信息不仅反映企业对各种生产要素是否及时、合

理及准确分配的问题，还能够为企业后续成本的发生提供参考。在传统的成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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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下往往存在大量被忽视的成本，比如与上游供应商形成的采购成本以及与

下游销售商形成的销售成本。企业往往认为这些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站在战略

的思维角度，企业在与上下游开展交易时可以采用合作关系进行成本控制，从而

实现价值增值；再如传统的成本管理认为竞争对手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

障碍，同行之间价格的恶意竞争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期的损失，降低企业利润从

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在战略成本管理模式中对竞争对手价值链的分析则站在

另一个角度考虑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企业可以选择与竞争对手建立联盟关系

从而达到一种“竞合”的状态。企业在管理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固化的隐形成本，

这种成本从短期来看不会给企业带来压力，但是随着产品线或产品种类的延伸，

企业如果不重视这一类成本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战略成本管理模式通过内外

部价值链，将环节与环节之间的隐性成本识别出来，从成本的源头识别成本动因，

找出能够优化内外部成本的管理方法和策略。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外对于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比我国起步较早，因此体

系较为成熟，相比之下，我国在制造业趋于饱和的市场环境下才开始重视新的成

本管理方法的研究，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国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研

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成本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很大一部分企业正处于战略成本管理的初始阶

段，对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没有把握全面，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传统成

本管理思维固化的现象，部分原因在于改革之初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企业对于

战略成本管理方法的研究没有十分注重，所以导致现有企业存在成本管理转型困

难的局面，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国内鲜有将战略成本管理方法应用地比较成熟的

企业，因此企业虽已经意识到战略成本管理转型的必要性，但尚未构成一个全面

完整的执行体系，。

因此本文选取国内知名的家电企业——格力集团作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战

略成本管理三大分析工具，找出格力集团在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为其完善战略成本管理的实施提供可行性建议的同时也为其他处于成本管理

转型初始阶段的企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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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价值链理论最先由哈佛大学学者波特在 1985年提出，他认为价值链是企业

产品产出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总称，从产品的研发设计到生产销售是一个封闭的链

条，企业要想实现成本控制和价值创造，必须从内部价值链的角度考虑资源的节

约问题，波特提出这种观点的大环境是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时代，所以对于价值

链的分析比较侧重于制造型企业，并且当时信息流动性不充分，许多成本信息反

馈受阻，无法为企业的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

基于波特的价值链理论，John Shank等 (1992)在其理论的基础上将价值链的

范围进行扩大，他认为价值链不仅要包含企业产品形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对于

外部客户和供应商也应当加入价值链分析的环节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外

学者们也开始对价值链进行积极地探索。

Gang Wu(2009)在不断完善的价值链体系中引入了价值网的概念，他认为应

当将企业作为价值链环节上的某一部分，将其与供应商及客户看作同一个整体即

价值网，在价值网中通过与上游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以及与下游客户保持紧

密联系从而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比如通过下游客户反馈的信息及时响应

市场需求，从满足客户的角度进行产品研发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实现更高价值创

造的可能。Pellet(2004)表示，对成本管理的分析不能拘束于产品的生产过程，对

于产品前期的研发设计，运输物流等一系列过程都应当作为价值链分析的要素。

Doninique Estampe (2013)将价值链的应用范围作了更广泛的延伸，他认为价值链

分析不但可以作为企业进行成本管理的工具，同时还可以作为考察员工工作执行

力的工具，并且他认为企业在对价值链展开分析时不一定只局限于财务数据，还

要注重对非财务数据指标的构建。Rajasekhar等(2016)表示，企业可以借助价值

链搭建一个相对全面的电子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可以将供应链与价值

链相结合，以快速且低成本的方法实现数据共享，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然，系统的建立也需要耗费企业的资源，为此，他们指出

在成本管理的前期，可以先搭建一个较为简单的数据中心进行信息的传递。

学者们在最开始探索价值链理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加入战略的思维，在此之前

的探究也只是停留在减少开支，从最大化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进行价值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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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著名学者西蒙第一次提出用战略的眼光去管理成本的思想，这

一理论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了诸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并且也为后来基于价值链视角

对企业进行战略成本管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来经过学者们一段时间的探究，

各国学者意识到可以将战略管理引申到企业的成本管理中去，自此战略成本管理

的雏形开始形成。

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加之企业实践的不断积累，学者们意识到将战略的思维

引入到企业的成本管理中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全面地识别成本发生的根源，从不

同的角度和层次分析成本的形成及归宿，进而能够将成本控制的范围扩大。美国

教授 Deker(1988)表示，只有明确了企业在不同环节成本构成的因素才能合理分

配资源，从而实现最大化的成本节约。伴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以及信息透明度的

提高，企业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成本管理思想已经无法匹配当

前企业经营的需要，必须与外界建立联系，实现信息及时共享才能帮助企业在变

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探究，国外学者开始将价值链理论与战略成本管理理论相

结合，站在价值链视角下采取战略的思维对企业的成本进行管理。学者 Herger

等(1989)在提出该理论的同时指出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下仅对价值链的某一环

节进行成本控制已经不能给企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企业必须从整体的角度，将

各个环节进行整合，从全局的视角进行成本控制，将上下游之间形成的成本也作

为成本管理的考虑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 John Shank等(1992)首次正式将价值链理论嵌入到战略成本管

理中，构建了著名的“桑克模式”，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在市场环境中都不能

孤立存在，要通过与外部环境建立起联系才能及时了解外部信息，从而改变企业

内部的生产结构，优化企业生产流程，降低无效成本给企业带来的压力。他们站

在更高层次的市场角度将企业看作价值链上的某一环，通过与上下游之间的建立

合作实现数据共享，从而达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学者 Janice Keeler(2002)

表示，相比于传统成本管理来说，价值链视角下的战略成本管理能够更加全面的

为企业提供成本数据支持，不仅包括企业内部价值链中成本的构成，同时也包括

外部价值链中与上下游之间传递的信息成本。Joanna Dehmer(2018)在现有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将价值链进行数据化，通过数字化价值链进行信息传导，使企业能够

更有效的获取成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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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内研究现状

阎达五(2003)表示，从社会经济变化的环境来看，传统的财务会计和管理会

计已经不能作为企业经营指导性的理论基础，加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对

发展目标的定位，实现利益的途径以及各种管理方式的选择也在不断变化，而传

统的成本管理方法无法为企业提供新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他认为管理制度的变革

是大势所趋，而价值链会计的出现刚好满足了企业目前经营的需求。他认为构建

价值链对企业的管理来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内部价值链可以更好的帮

助企业识别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成本，外部价值链中的横向价值链能够通过与

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比，找出企业在成本控制中的薄弱环节，从而适时地调整成本

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根据企业业务领域的不同，企业价值链可以划

分为内、外两类。企业的外部价值链可划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层次。纵向的外部

价值链的目标是为供应商和采购商提供服务，其目的是紧密联系上下游的关系；

横向的外部价值链则以竞争者为目标。

戴德明等(2005)认为，要想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首先要了解组成企业价值

链的各部分，然后抓住各部分在价值链中的附加值，从而提高其核心能力。在此

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企业价值链的认识逐渐深入，开展了企业价值链的实证研究。

戚光远等(2014)认为，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

用，通过对企业价值链和竞争者的价值链进行细致的比较，可以帮助公司找到自

己的优缺点。张士强等(2015)基于价值链理论，通过对汽车制造业价值链的深入

研究发现，企业要想得到稳定发展不但需要拥有一大批与客户、经销商、供应商

等紧密联系的利益相关者，而且还需要拥有一套包含高科技的电子信息系统。

厦门大学余绪缨(1995)率先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当代财经》杂志上发

表了第一篇作业成本法论文。此举不仅吸引了广泛关注，更在理论层面实现了突

破。余绪缨教授强调，企业应被视为一个贯穿始终、层次分明的作业链。在这一

理念下，企业需致力于全面满足客户需求，削减不必要的费用，并推行全面质量

管理和适时生产，从而塑造出全新的成本管理理念。另一学者李百兴(2008)进一

步扩展了战略成本管理的范畴，将其从企业内部延伸到产业层面，并将其纳入理

论研究中，辅以实际案例进行深入剖析。

马延春(2014)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互联网的融合，产业的边界在不断模

糊，大部分公司都开始认识到了价值链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互联网企业。何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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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对阿里巴巴的价值链成本管理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她认为，阿

里巴巴的价值链系统已经逐渐完善，它不但对内部的价值链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还将外部价值链作为成本节约的途径并将其考虑在内。

田晓川(2017)选择了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该

企业的价值链进行纵向、横向和内部三个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外部价值

链强化了上、下游的沟通和协作，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增强了顾客的参与度，

为企业实现成本节约提供了方便。随着成本管理的发展，企业的内部价值链也逐

步走向规范化。

阎达五(2004)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他把价值链与成本管理的概

念相融合，以客户的需要和市场为导向，开发出众多基于价值链的物流、信息流、

现金流等成本管理活动，拓宽了成本管理的范畴，健全了成本管理的系统，对国

内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潘燕华等(2006)对国内外制造企业的生产流

程中较为复杂的部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要想实现对制造业的成本管理，可

以从目标成本管理出发，并与有关的费用控制理论相结合，建立一套完整的成本

控制模式，为企业在设计阶段对复杂的工艺产品和各个生产环节的生产费用进行

合理地控制。

陈嘉莉(2008)认为，制造企业的成本管理可以与价值链的相关理论相融合，

按照企业的价值链各个部分对成本进行合理的分割，将其与同行业的价值链进行

比较，发现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并进行改善，并对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剖析，

从而进一步优化了自身的价值链结构，实现更完善的成本管理。孙娜娜等(2009)

提出，以价值链为基础的成本管理就是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对公司进行经营，它

有助于公司对价值链中每一部分的费用开支进行分析，从而使公司能够建立起了

一个具有成本优势的公司。

胡敏等(2012)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对企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此进行

了探讨。她们认为，要实现全面的成本管理，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强管理能

力，可以从价值链的各个方面对成本发生的过程进行研究，并着重对成本计量、

成本控制进行分析。胡雪莉(2013)指出，在制造企业中实施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

不仅能够使制造企业的成本效率达到最大，也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通过对企业业务过程中的每一个成本步骤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而实现对成本

的有效控制，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确保公司的稳定发

展，对于其它制造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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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芳等(2015)认为，先进制造企业的价值链体系较为完备，但若要实现基

于价值链的突破，则需融入管理创新、先进技术等新要素。新要素的加入可以使

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企业的整体价值，拓展企业的经营空间，并在同行业中保持

领先地位。刘敏(2014)提出，价值链成本管理是一种在传统成本管理方式下的一

种革新，它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通过使用价值链来取代原有的成本管理思路，

发现企业价值链各个环节中成本管理的缺陷，充分展现产品在价值链中的作用及

其影响因素，从而加速了企业对成本进行优化的步伐，确保公司可以更好地实施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经过多年的发展，价值链成本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者和

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屈鹏程(2017)认为，可以从企业的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

两个方面来对成本管理进行控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自身的战略管理价值

链，抓住公司的成本优势，提高公司的生产力，强化公司的核心能力，确保价值

链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卢婉君(2015)指出，要解决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问题和冲突，关键在于

要对企业价值链成本管理进行深入分析和有效控制。通过这一措施，企业能够生

产出符合顾客需求的产品，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流程费用。此

外，这也有助于企业拓展销售区域和生产规模，为公司提供长期的竞争优势，确

保经济效益的稳定增长。为此，李澜(2006)提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价值链成本管

理系统，它不仅涵盖了供应链上、下游的各个环节，而且还涉及到了消费者。赵

天华(2012)以价值链、成本管理等有关理论为基础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只

有通过对价值链成本管理进行优化，才能使自身与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均得到提

升。崔波(2016)教授通过对互联网时代下小企业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进行了分析，

认为企业并非孤立的个人，它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企业与上下游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达到合作双赢的目的。以价值链为

基础的成本管理，不仅可以为企业的经营带来革新，而且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

经济效益，确保公司的健康发展。

王蓉蓉(2022)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得出，目前我国对于价值链视

角下战略成本管理理论的研究不够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需

要。覃稣舒等(2023)将青岛海尔作为案例分析对象，从经济、技术、社会和生态

环境分析了价值链理论在青岛海尔战略成本管理中实施的路径，并提出了海尔相

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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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文献述评

从文献综述的视角来看，国外学者将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与产业环境相结合，

对企业整体运营流程进行了系统考察，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价值链理论体系。相较

之下，国内学者则倾向于将传统的成本管理理论与价值链理论相结合，从企业的

实际运作层面探讨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应用。这两类研究均在其各自领域内取

得了显著的成功。经过广泛的文献调研发现，国内学者对制造企业和电子商务企

业的价值链成本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值得进一步探索。传统的成本管理主要关注企业内部视角，忽略了外部目标价值

的考量。而价值链成本管理则立足于企业内部业务流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加速和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市场中立足，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

已难以满足需求。通过实施价值链成本管理，企业可以更有效地管理成本，减少

不必要的支出，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因此，对基于价值链的战略成本管

理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1.3.1 研究思路

针对目前家电市场已趋于饱和，家电企业正寻求成本管理的新方法，国内学

者开始逐步将现有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以帮助尚处于传统成本管理模式下的企业

进行成本模式的转型。因此，本文以战略成本管理、价值链等理论为基础，深入

剖析了案例企业价值链各环节所实施的成本管理对策，并指出了该公司在战略成

本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此提供完善其成本管理的建议。

从内部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企业应充分了解市场，认真搜集并分析相关资料，

以解决研发过程中产品研发效率低下、预算流于形式等问题。结合历史资料，企

业应建立合理的目标成本体系。同时，对各级各部门的岗位职责进行明确划分，

确保企业产品项目的详细划分，并据此制定成本预算明细表，以确保资源的合理

分配和有效利用。

站在行业价值链的角度上，通过对该企业不同等级供应商和销售商进行分

析，将供应商分为长期供应商和短期供应商，通过对上游原材料的采购成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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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以及与下游销售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将外部利益与企业收入进行捆绑，从

而实现双赢。

站在竞争对手价值链的角度上，通过横向对比家电行业中规模相当的海尔和

美的成本费用的控制情况,尝试与对手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做到一致观点，一致

步调，把竞争对手变成牢固的合作伙伴，改善双方的成本业绩。

1.3.2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本文在写作前期过程中通过对大量与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价值

链等相关文献的收集与处理，了解了国内外关于价值链和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研

究现状，为后文奠定基础。

案例分析法。本文选取格力集团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该公司的经营现

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策略，进而实施了精细化的成本

控制措施。通过识别并改进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不仅为格力集团的

经济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成本控制和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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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论文的基本框架

图 1.1 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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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以及相关的文献综述。主要从当前

经济背景下分析家电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市场目前对于家电制造和销售的

饱和程度。在文献综述方面，主要通过国外和国内两个角度分别对价值链、战略

成本管理以及价值链视角下战略成本管理的不同阶段进行阐述，对比国内外文献

研究情况及国内战略成本管理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战略成本管理的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是对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理论内涵的阐述以及对价值链战略成本

管理分析框架的介绍。其中战略成本管理分析框架也是本文对格力集团价值链上

各个环节成本控制的主要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对案例企业实施战略成本管理情况进行分析。首先说明企业的基本

概况，然后详细分析了格力集团围绕价值链开展的战略成本管理应用内容。依次

采用战略定位分析、价值链分析、战略成本动因分析三大工具对案例企业进行深

入探究，聚焦内外价值链来分析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的实施情况。

第四部分是剖析格力集团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案例企

业价值链的分析，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找出该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中出现的

问题以及可优化的成本，运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比不同家电企业的财务指标对

其管理业绩进行评价。

第五部分是从内部价值链与外部价值链的角度出发，为完善格力集团价值链

战略成本管理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最后一部分是对格力集团基于价值链视角下战略成本管理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所做的一些反思和总结，以期为家电行业战略成本管理的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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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分析

2.1 价值链

2.1.1 价值链基本概念

企业要想持久稳定地发展，必须为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通过对企业各项

经营的活动分析，可以将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分解为两大类：基础活动与辅助性

活动。这两类活动在链条中的每一环节都为实现整体价值增值做出了不可或缺的

贡献。这些各具特色但相互关联的生产与管理活动，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价值

创造过程，即价值链。

2.1.2 内部价值链

公司的内部价值链涵盖了各个具有不同功能的部门与运作流程，这些部门与

流程构成了公司内部各个战略单位的价值链。简而言之，企业的内部价值链是指

公司内部为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开展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及其配套措施。企业

的基本价值活动又称企业的主体活动，是指企业生产经营的实质性活动，一般包

括五项：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销售和服务。如表 2.1所示,这

些活动与产品实体的加工流转直接相关，是企业的基本增值活动。每一种活动又

可以根据企业战略的不同再细分为若干项活动。

表 2.1 内部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内容

基本活动 阐释

内部后勤 与产品投入有关的进货，仓储和分配等活动

生产经营 各种投入品转化为最终产品形式相关的各种活动

外部后勤 与产品的库存，分送给购买者有关的活动

市场销售 与促进和引导购买者购买企业产品的活动

服务 与保持和提高产品价值有关的活动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B8%82%E5%9C%BA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C%8D%E5%8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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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辅助活动是用以支持基本活动并且内部之间又互相支持的活动，因此

辅助活动又称支持性活动，具体包括采购管理、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基础

设施四个方面的内容。

表 2.2 内部价值链中的辅助活动内容

2.1.3 外部价值链

企业外部价值链是指与企业具有紧密联系的外部行为主体的价值活动，主要

包括供应商价值链、购买商价值链以及竞争对手价值链。内部价值链主要针对企

业内部业务流程，通过消除无效的浪费以达到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是分析成本

辅助活动 阐释

采购管理

广义而言，采购活动不仅局限于原材料的购置，更延伸至对其他物资的采购与

管理。举例来说，当一家企业委托顾问公司进行广告策划、市场预测、MIS 设计

以及法律咨询等服务时，这些均可被视为采购行为的一部分。

技术开发

技术开发是一项旨在改进企业产品或工艺的技术性活动，其概念广泛，涵盖了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类型。在企业的各项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技术都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其在性质、发展阶段和应用方式上存在差异。这些技术

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最终产品，还对整个企业运营起着支撑作用，是评

估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涵盖了针对各类人员的招聘、录用、培训、发展及薪酬等全方位

活动。它不仅为基本活动与支持活动提供辅助，更是整个价值链的坚实后盾。

基础设施

企业的组织框架、运营流程、监管机制和企业文化构成了其运营的基石。公司

的高层管理人员在这些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被视为公司内部

的核心组成部分。企业的架构与其他辅助性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主要服务

于整个价值链的运作，即所有其他价值活动均以此为基础进行。在多元化经营

的企业中，企业总部与运营部门各自拥有独立的基本架构。公司的基础建设主

要涵盖整体管理、规划、财务、法律支持、质量管理等方面，并涉及与政府和

社会公众的关系维护。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提的基础结构是指相关活动，而

非单纯的固定资产。

https://wiki.mbalib.com/wiki/%E9%87%87%E8%B4%AD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8A%80%E6%9C%AF%E5%BC%80%E5%8F%91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7%AE%A1%E7%9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9B%E5%BA%94%E5%95%86%E4%BB%B7%E5%80%BC%E9%93%BE/127472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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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简单初始的一种方法。而外部价值链则体现了一种进化的思想，它把超越企

业自身的、全面的作业链嵌入业务过程中，是一种高级的、战略性的过程思想。

2.2 战略成本管理

2.2.1 战略成本管理基本概念

战略成本管理是企业为适应市场竞争而做出的一种适应变化的过程。所谓战

略成本管理，就是从战略的角度，从成本的源头上辨识出成本的动因，在价值链

上实施成本管理，也就是利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战略管理的各个环节提供策略

性的成本信息，从而有助于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打造企业的核心能力。

战略成本管理理论作为一种从战略的视角对成本的形成和控制进行研究的

一种管理理念，最早由英、美两个国家的管理会计学专家于 80 年代提出并逐渐

发展起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该理念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

的探讨，日本、欧美国家的企业管理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理论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

径。企业战略管理就是用战略的眼光来管理企业，它把企业的日常经营和长期规

划及决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运作管理活动。

2.2.2 战略成本管理的特点

持续性。战略成本管理的终极目标在于构建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确保企

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固立足并实现长远发展。相较之下，传统的成本管

理方法主要侧重于短期内的成本控制，缺乏从长期视角出发来持续降低成本的战

略规划。以企业的人力成本管理为例，尽管短期内雇佣年长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员

工可能有助于降低人力成本，但从长期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看，企业应当优先考虑

聘用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通过实施学习曲线策略，企业可以在长期内实

现成本优势，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延展性。战略成本管理将焦点放在外部环境上，通过扩展成本管理的范畴，

涵盖采购、研发、设计等多个环节，并延伸至售后服务领域。在供应链管理中，

我们既要关注与上游供应商的关系，又要重视与下游客户、分销商之间的联系。

因此，在对企业进行成本控制时必须将企业置于整体市场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E4%BC%9A%E8%AE%A1/6288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E4%BC%9A%E8%AE%A1/6288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85%B3%E6%96%B9%E6%B3%95/56359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7%BE%8E/97291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7%BE%8E/97291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8%90%A5%E7%AE%A1%E7%90%86/60887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8%90%A5%E7%AE%A1%E7%90%86/60887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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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了准确分析并判断企业的经营环境，我们应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制定并

执行相应的管理策略。通过积极主动地调整与掌握外部环境，以在竞争中占据优

势，最终实现公司设定的战略目标。相比之下，传统的成本管理主要关注企业内

部的生产流程，忽视了企业的供应和销售环节，以及外部价值链的重要性。

整体性。战略成本管理源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聚焦于企业的宏观规划。该

方法融合了企业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形成了涵盖企业内外部价值创造的全面视

角。价值链不仅涵盖了企业内部的价值生成，更延伸至企业外部的价值传递，构

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外部价值系统网络，而企业仅是其中的一环。因此，从竞争

环境的角度出发，战略成本管理不仅深度剖析企业自身的价值链，更对竞争者和

整个产业的价值链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以实现精准的战略定位。然而，仅从企业

内部视角出发通过单纯地“降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成本控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支出，但成本的降低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优势的获得。例如，采用替代

原料以节约成本可能损害产品质量。相反，技术改造和升级虽然可能增加短期成

本，但能显著提升产品品质和附加值，从而在长期内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竞争优势。

2.2.3 传统成本管理与战略成本管理的区别

成本管理的核心目标在于为企业提供与其管理需求相匹配的成本信息。然

而，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企业持续稳定发

展的需求。随着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理论的广泛应用，成本管理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即为企业的战略决策者提供与决策紧密相关的有用信息，但传统的成本管理在这

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理念在于构建“成本优势”，而传统

的成本管理则主要聚焦于“降低成本”。这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不同于传统成本管理的目标。传统的成本管理在成本控

制的过程中忽略了影响企业长期经营的需要，如降低产品质量、降低顾客满意度

等，从而偏离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长期目标。而战略成本管理则站在长期主义

角度考虑企业成本的问题。其目标在于：在平衡企业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的基础

上，从更高的视角看待企业形成成本的动因，以此来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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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成本管理是对传统成本管理思想的一种突破。经济时代下的市场环境逐

渐变得开放且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企业的各种价值活动均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单纯依靠传统的成本管理体系已经很难满足企业成本管理所需的信息，因此，必

须把成本管理的视角扩展到企业的外部环境。战略成本管理引入外部价值链的相

关要素，站在相对多维的角度考虑企业的成本问题。

战略成本管理是对传统成本管理内涵的延伸。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仅仅关注

原材料、人工、管理等明显的成本要素，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隐形成本，如企业规

模、地域、技术水平等。而战略性的成本管理则兼顾了各要素对成本的影响，通

过对全面成本的监控以协助公司尽早实现经营目标。

战略成本管理不同于传统的成本管理。传统的成本管理都是基于企业的生产

运营活动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对成本的事后控制。而战略成本管理则更多的站在

企业持续经营的角度进行成本约束，是一种前瞻的管理。

2.3 价值链视角下战略成本管理分析框架

2.3.1 战略定位分析

成本领先战略。在众多策略中，成本领先战略是最具代表性的。在这一战略

的指引下，企业将成为行业内的低成本制造（服务）供应商，即当所提供的产品

（或服务）的功能和质量没有太大的差异时，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竞争优势。如

果一个公司可以建立并保持整体的成本优势。那么，只要把价格保持在行业的平

均值或者接近平均值，就可以超越行业的平均水平。

差异化战略。差异化战略需要企业针对顾客普遍关注的某些领域，或者当成

本差距很难继续拉大时，制造出功能更强大、质量更好、服务更好的产品，从而

表现出经营上的差别。例如新兴市场下出现的定制化服务就是企业差异化战略的

一种表现。

目标集聚战略。经过对以上两种战略的分析可以看出：差异化策略往往能提

高产品的溢价空间，而成本领先则有助于实现成本的有效压缩。然而，在实际运

营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全面且长期地维持这两种领先地位并非易事。因此，企

业在制定竞争策略时，需结合实际情况，审慎权衡。目标集聚战略在平衡两种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6%8C%87%E5%AF%BC/226349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6%8C%87%E5%AF%BC/226349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6%8C%87%E5%AF%BC/226349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6%8C%87%E5%AF%BC/226349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6%8C%87%E5%AF%BC/226349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6%8C%87%E5%AF%BC/226349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7%E6%A0%BC%E6%8E%A7%E5%88%B6/62781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7%E6%A0%BC%E6%8E%A7%E5%88%B6/62781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AE%E6%A0%87%E9%9B%86%E8%81%9A%E6%88%98%E7%95%A5/45364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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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基础上针对某一特定的顾客群体或某一特定的细分市场，进行深入开发与拓

展以在目标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该战略假设企业能够通过集中有限的资源，以

更高效、更优化的方式为特定的战略对象提供服务，从而在更广泛的竞争环境中

脱颖而出。这一战略的运用需要企业具备精准的市场定位、高效的成本控制以及

创新的差异化能力，从而确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实现持续、稳定的收益增

长。

2.3.2 价值链分析

基于战略视角对企业价值链的分析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价

值链。其中对外部价值链的分析又可分为行业价值链与竞争对手价值链。

内部价值链分析：虽然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下聚焦于对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

作业链进行分析，但基于战略管理角度对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分析不同于以往的分

析方法，企业内部价值创造不仅仅拘泥于生产环节的资本增值，同时各个环节之

间的的运作方式或相互之间的协同性也会影响企业内部成本的形成，从产品初始

的研发到原材料的投入再到产成品的产出并不是一个割裂的过程，在对企业内部

价值链分析的过程中更要注重各个作业链之间的衔接性，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最

大化的节约资源，从而形成成本优势。

行业价值链分析：行业价值链是将企业放在市场环境中作为价值链上的某一

环节进行分析，通过对其与上游供应商的采购成本以及下游购买商的销售成本，

找出企业与上下游之间协调成本最低的策略，达到彼此之间双赢的最终目标。

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通过分析同一行业内规模相当的竞争对手在经营过程

中的各项成本的耗费和归集，找出企业自身与竞争对手存在成本差异的各个方

面，分析差异原因，尽最大可能地优化这部分差异，同时关注竞争对手核心能力

及成长能力，使企业在长期内能够与之抗衡。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与竞争对手形成

战略联盟，规避企业的经营风险，提高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2.3.3 战略成本动因分析

作业影响成本，动因影响作业，因此动因是引起成本发生的根本原因。成本

动因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时在微观层面上，涉及到企业特定的生产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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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物料消耗、操作量等；第二是从战略层次考虑成本因素，如规模经营、技

术差异化、质量控制等。战略成本动因分析突破了传统成本分析的局限，从更宽

泛的角度出发，将战略整合到成本分析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从而能够有效地

控制企业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存在的许多潜在成本问题。它可以大致分成两种类

型，即结构性成本动因和执行性成本动因两大类。

结构性成本动因是研究企业的基本经济结构以及对将要发生的隐性成本的

适应能力，主要包括企业规模，经营范围，经验，技术选址等，即研究上述各要

素对企业价值链环节中各项作业成本的直接作用及其交互作用，在确立企业成本

管理策略时，首先通过结构化的成本动因分析为明确成本管理确定具体方向及焦

点，这些分析结果为成本的改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对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建立优势地位至关重要。从本质上讲，这种成本动因的分析是企业在经济结构层

次上进行的一种战略性的选择。

执行性成本动因是指那些影响企业工作流程的成本驱动因素，此类因素多数

难以量化，且对企业费用的影响各异。对这一成本动因的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企业成本，反之则可能导致经营费用上升。典型的驱动因素包括员工对企业

的投入、全面质量管理、产能的利用以及内部的沟通等。

对上述两类成本动因的分析虽然在本质上存在差异，但当企业的基本经济结

构明确后，运用执行性成本动因分析能够激发各生产执行要素的潜力，实现最佳

组合，从而优化整个价值链活动，并降低总体成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C%E4%B8%9A%E9%87%8F/2311298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5%B1%82%E6%AC%A1/226369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5%B1%82%E6%AC%A1/226369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E7%AE%A1%E7%90%86/52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E7%AE%A1%E7%90%86/52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6%9C%AC%E5%88%86%E6%9E%9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6%9C%AC%E5%88%86%E6%9E%9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F%E5%A1%91%E6%80%A7/38089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3%E6%9E%84%E6%80%A7%E6%88%90%E6%9C%AC%E5%8A%A8%E5%9B%A0/126101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A7%E8%A1%8C%E6%80%A7%E6%88%90%E6%9C%AC%E5%8A%A8%E5%9B%A0/127546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3%E6%9E%84%E6%80%A7%E6%88%90%E6%9C%AC%E5%8A%A8%E5%9B%A0/126101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7%BB%93%E6%9E%84/33854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7%BB%93%E6%9E%84/33854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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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力集团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实施情况

3.1 格力集团基本概况

3.1.1 格力集团简介

珠海格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年，初创时期的格力集团以台窗式

空调为主要生产线，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及市场需求的变化，格力集团逐渐成长

为一家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业集团，产业覆盖家用消费品和工业装备两大领

域。消费领域覆盖家用暖通空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工业领域

覆盖高端装备、精密模具、等多种产品，远销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奥维云

网数据，格力电风扇市场占有率为 20.68%，排名行业第一；电暖器产品市场占有

率 14.01%，排名行业第二。近些年来，由于国外形势的变化，国内的家电企业面

临严峻的市场环境。回顾格力集团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初创阶段(1991-1994):格力集团深知研发的重要性，并始终坚持实施“精品

战略”，致力于推行“零缺陷工程”，以确保格力产品的卓越品质，从而为其在

市场中赢得竞争优势。

从国内走向国际(1995-2011);公司对产品质量的重视与日俱增，在众多核心

技术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并通过积极的上下游兼并与收购策略，显著提升了公

司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渠道建设方面已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成功建立了地区

性营销公司。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业务范围也在稳步拓展。2005年格

力集团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家庭空调销售额的领先地位。

转型升级与多元化阶段(2012-2019):自 2013年起，格力集团逐步向智能设

备、通信设备以及模具等多个领域拓展，由原先专注于空调制造的单一企业，成

功转型为一家多元化的高科技行业领军企业。目前，格力集团不仅为自身生产的

自动化设备提供尖端的生产技术，其产品和服务还广泛应用于家电、汽车、食品、

3C 数码、建材以及浴室等多个领域。在销售渠道方面，格力集团亦积极布局线

上渠道，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

积极布局新零售阶段(2020-至今):疫情之下，实体经济的线下运营受到严重

冲击，迫使格力加速渠道转型。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多数线下商店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链视角下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20

被迫停业，家电等消费品的需求逐渐转向线上渠道。与此同时，实体店倒闭的现

象也催生了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格力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市场变化，积极调整战

略，以适应新的消费趋势，确保业务的持续稳定。

3.1.2 格力集团经营模式

格力集团经营模式核心要素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往的销售返利模式，通

过将经销商利益和自己捆绑实现销售收入的稳步增长，独立强大的销售渠道也是

格力维护品牌溢价的重要基础。因为空调销售具有明显的季节性，9月至次年 3

月底为空调销售淡季，4月至 8月底为销售旺季。1995年，为解决淡季生产现金

流不足、旺季生产产能不足的问题，在行业普遍实行年终返利的背景下，格力集

团首创“淡季返利”模式，将销售淡季的产品定价较销售旺季低，鼓励经销商在

淡季打款购入产品，平滑不同季节下的生产产能。格力集团的销售策略并非采用

传统的现金结算方式，而是采取以商品为媒介的返利模式。具体而言，格力集团

的销售返款形式包括打款贴息、提货奖励、淡季奖励和年底奖励四种。这种销售

返款策略对格力集团而言具有显著的益处。它有助于平衡公司在淡旺季之间的生

产周期，提高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确保在销售旺季时具备充足的库存。此外，该

策略还能有效促进经销商的打款和提货速度，从而为公司带来更高的利润。销售

返利平滑了行业的周期性波动，也减小了格力在行业困难期的业绩波动。同时，

格力通过销售返利进一步压缩了终端经销商的利润，强化了对经销商的控制，提

高了格力在产业链中的议价权。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往的销售模式已不能满足逐渐完善的线上

虚拟交易的市场环境。格力正致力于对其营销渠道进行全面优化，主要涉及全国

各地营销公司的组织结构调整。此次调整的核心在于取消所有经销商环节，改由

各地营销公司直接将货款交付至格力总部，以确保资金流的透明与高效。在这一

过程中，格力董明珠专卖店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了格力新的核心销售网

络。“格力董明珠专卖店”的运营方式独具特色。一方面，顾客可以直接在专卖

店下单，订单信息将实时传输至后台系统，并由相应的地区代理商负责后续的发

货与安装工作。另一方面，专卖店还通过分享专属二维码的方式，吸引线下顾客

扫码进入线上店铺，从而有效拓展了销售渠道。这两种运营模式均能为分销商带

来可观的销售额增长，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虽然

http://quote.eastmoney.com/SZ000651.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Z000651.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SZ000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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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运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数字化转型对格力销售渠道的冲击，但并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数字化转型的问题。

3.1.3 格力集团成本管理现状

格力电器的成本主要以营业成本、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为主，在

进行成本控制工作时，也主要以对这些成本进行研究。格力集团的营业成本主要

由原材料、人工、折旧和能源四大模块构成，其中对原材料的分析也能进一步反

映出企业外部价值链中对上游供应商采购成本控制的情况，同样，企业的销售费

用也能反映出对下游销售商成本的控制情况。通过对研发费用的分析也可以间接

了解企业对新产品的开发是否关注。通过对管理费用的分析也可以帮助企业从整

体上优化内部成本，提高经营的效果和效率。

图 3.1 格力集团 2022年营业总成本构成情况

从图 3.1中可以看出格力集团的营业成本占总成本的绝大部分，因此在进行

成本管理分析时，重点从营业成本的角度展开分析。2022年格力总成本为 1621

亿元，其中营业成本为 1398亿元，占比为 86.24%，是格力电器的主要成本项目。

除占比最高的营业成本之外，销售费用为 113亿元，占比 6.97%，位居第二名；

研发费用金额为 62.81亿元，占比 3.88%；管理费用为 52.68亿元，占比 3.25%；

财务费用为-22.07亿元，占比 1.36%；其他成本费用为 16.57亿元，占比为 1.02%。

由于财务费用为负值，所以在本次的研究中不考虑财务费用，将以营业成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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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费用、销售费用以及管理费用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图 3.2为格力集团 2022

年营业成本具体的构成情况。

图 3.2 格力集团 2022年营业成本构成情况

在格力集团的营业成本构成中主要以原材料为主，2022年格力营业成本中

原材料占比为 88.01%，是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人工工资占比为 4.43%、折旧

占比为 1.94%、能源占比为 0.91%。所以在进行营业成本控制的研究时主要针对

原材料进行研究。

3.2 格力集团经营战略

3.2.1 商业模式

自 2020年初起，格力电器便踏上了新零售模式的转型之路，从传统家用电

器生产商蜕变为技术驱动的跨国企业。这一转变在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环

节均有所体现，特别是在销售渠道上，公司积极简化线下销售层级，逐步向线上

转移，以迎合数字化时代的市场需求。

在终端零售领域，格力电器运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打造了一个

集销售、服务、推广于一体的全方位销售平台。此次新零售业务转型中，格力集

团盈利模式的变革对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通过非财务与财务业绩两个方面体现。

公司构建了自主掌控、互利共赢的销售渠道和方式，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

推动了“新零售”营销模式的创新升级。依托 30家区域销售公司、3万多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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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网点以及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格力电器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双线

销售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提供线下实体体验，还支持线上下单、全国统一配送和

安装服务，充分发挥了渠道优势，实现了企业、经销商和消费者三方共赢的局面。

格力集团以完美质量为追求，以消费者需求为最高标准，奉行精品战略，在

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制度、技术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并坚持“不拿消费者当

试验品”、“人人都是质检员”、“完美质量是斗争出来的”三大质控原则，通

过“质量预防五步法”和“质量技术创新循环 D-CTFP 方法”，构建出独具特色

的“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组织进行质量创新

的路径和方法问题，推动企业质量水平持续提升。格力电器始终坚持“以消费者

需求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构建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满足市场日益

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稳固了在中国家电行业的引领地位。随着新零售模式的成功

实践，格力电器不断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智能家居产品，丰富了家电市场的产品

线。同时，格力电器以数字化营销为重要战略方向，积极拓展网络销售渠道，引

领行业营销模式的变革。

3.2.2 目标客户

我国的商业环境是伴随着数字化能力发展而变化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

更新，企业与消费者沟通、推广产品的方式和手段都不同以往。格力基于对消费

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

管理职责

资源管理

测量、分析和改进

产品实现

顾
客
（
要
求
）

顾
客
（
满
意
）

图 3.3 格力集团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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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极致重视及对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与爱点击集团 iClick (NASDAQ:ICLK)

旗下数字化运营增长平台——畅鲟达成合作，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搭建与消费者之

间更便捷且广阔的沟通桥梁。畅鲟成功地帮助了格力完成了会员小程序的全面升

级，并配合各种创新设计与趣味互动，提升会员粘性，从而促进会员生命周期价

值贡献的进一步提升。

国内市场方面，公司注重下沉渠道的布局，通过网批模式、与下沉渠道的电

商和物流企业合作等，不断拓展二三线市场和县镇市场；注重新零售电商领域的

发展，尤其是直播等新型电商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通过直播带货、社群

营销等手段，精心布局新零售渠道，并逐步形成新媒体矩阵，以扩大对年轻消费

群体的影响力。目前，新零售渠道的变革已取得初步成效，线上渠道正助力新兴

家电品类实现快速发展。同时，公司在国外市场也积极探索“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多元化销售途径，以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公司在南美地区和亚洲建有

海外生产基地，通过自主品牌和 OEM拓展海外空调市场，目前格力空调产品已

远销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2.3 产品竞争力

格力在家电、智能家居、工业制造业等领域稳步发展的同时，也在进行并购

和自主研发。在新能源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光伏储能、锂电池和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并将产业链扩展到了智能装备、数控机床、机器人、精密模

具、新能源、冷链、物流、通讯、小家电等领域，并向智能化、精细化、高端化、

品质化方向发展。同时，公司在珠海，长沙，郑州，石家庄，芜湖，天津等 6家

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基地，形成了从上游到下游的循环利用的完整链条，实现了绿

色、循环、可持续的发展。

全品类家电板块：公司产品涵盖家用空调、暖通空调、冰箱、洗衣机、环境

电器、厨房电器和生活电器在内的全品类家电，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智能生活解

决方案。晶弘冰箱“38℃超冻锁鲜技术”、大松电饭煲“高效均匀烹饪技术”、

首创的“搭载蒸发式循环系统的循环冷风扇”、自主研发的纯净型无雾加湿器“湿

帘热烘干技术”等，均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格力电器将从空调、地暖、新风、

净水、智能化全方位多系统产品线发力，结合新时代“恒温、恒湿、恒氧、恒洁、

恒静、恒智”六恒系统概念，为消费者打造格力“健康智慧舒适家”生态家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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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核心部件板块：公司拥有强大的自主配套能力，全资子公司凌达压缩机、凯

邦电机、新元电子、电工的产能、质量、性能高居行业前列，确保卓越的品质、

有效控制成本，通过上下游产业合理布局确保供应链体系的健全、稳定、高效，

为公司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效涡旋压缩机”、

“高性能直线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工业机器人用高性能伺服电机及驱动器”、

“新能源客车用无稀土永磁磁阻主驱电机系统”等 10款产品，获得国际领先认

证，全面掌握了从核心零部件到产品的先进科技。

多元化板块：目前，公司研发的工业机器人已完成 1-600KG 工业机器人产

品开发，适应于多种条件下的工业使用场景。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车身压铸

等领域，开发了 GR35/1.8机器人、GR50_2.0机器人、GR200/3.2大臂展机器人，

进一步完善公司在高过载、高防护要求以及大下探深度等应用场景的需求覆盖。

在大负载系列领域，开发了 GR270/2.65工业机器人，解决了因减速机刚度不足

而引起的高速运转时减速机处的颤动等问题，打破了国外技术的绝对垄断地位，

推进了我国大负载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进程，实现了市场突破；完成了公司首款

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开发。机器人和机床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成功打破了国外品牌的技术垄断，提高了民族品牌竞争力。

格力品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创新设计：该品牌注

重产品的设计和研发，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科技创新和设计研发，为用户带来更加

新颖、时尚的产品体验。卓越品质：格力时光锦品牌对产品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

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工艺控制，都严格遵循高品质的标准。此外，该品牌还注重

产品的环保和节能性能，为用户带来更加环保、节能的使用体验。完善服务：格

力时光锦品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包括售前咨询、售中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等环节。该品牌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加贴心、专业的服务体验，让用户享受到更

加便捷、高效的产品使用体验。高端市场：格力电器品牌定位于高端市场，针对

对生活品质有较高要求的用户群体。该品牌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吸引了大量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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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格力集团战略定位分析

战略定位关乎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它要求企业通过精心规划自身的经营范

围，确立清晰、明确的战略目标，并借助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策略来吸引和留住顾

客。在深入分析战略定位的过程中，企业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对自身发展的深远影响。由此，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审慎选择最适合

自身的竞争策略，以推动企业稳健、有序地向前发展。

格力集团根据自身特点和市场定位，采取了集中化战略。在空调领域，通过

不断挖掘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的研发方向，同时为扩大市场份额不断

调整产品结构，增加生产种类和范围以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取竞争优势。

3.3.1 五力模型分析

五力分析模型源自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 20世纪 80年代初的提

出，该模型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深远。此模型专注于竞争战略分析，能够精确

解析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五种力量的不同组合变化最终影响行业利润潜力变

化，这五种要素通过分析企业外部环境找出适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同时也能帮助

企业预见市场中潜在的威胁，及时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和销售模式。图 3.4为五

力模型的分析的主要内容：

供应商的谈判能力购买者的谈判能力

替代品的威胁

行业内现有企业间的竞争

新进入者的威胁

五 力

模 型

图 3.4 波特五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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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中现有企业间的竞争。在中国家用电器行业中，海尔和美的等品牌均占

有一席之地。其中，格力电器以其卓越表现，与海尔、美的共同跻身行业前列。

尽管格力电器已是全球最大的竞争者之一，但与惠而浦、伊莱克斯、通用电气、

西门子以及韩国三星等国际品牌相比，其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尚不足 3%，仍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格力电器作为世界领先的家用电器品牌之一，仍需努力扩展其

市场份额，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高端市场方面。目前格力电器主要定位于中低端

市场，因此其全球竞争力尚待加强。其主要产品空调在国内市场也面临产能过剩

的问题，但消费者对家用电器的需求仍然旺盛。总体而言，格力电器在海外市场

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而在国内市场则得益于品牌优势，竞争环境相对平稳。

因此，格力电器需加强海外研发和创新，提升竞争力；同时，在国内市场，需不

断推出新产品以吸引和留住客户。

新进入者的威胁。在国内环境中，现有的家电企业大多历史悠久，凭借深厚

的积累与规模优势，对潜在的新进入者形成了一定的壁垒。尽管如此，受国家政

策引导仍有部分企业选择涉足该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入者中不乏国际知名企

业，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对格力集团的市场份额构成了潜

在威胁。因此，格力集团当前虽无需过分担忧本土小型新兴企业的竞争，但仍需

对资金雄厚的外国跨国公司保持高度警惕。为应对这一挑战，格力集团应充分发

挥其规模经济优势，推动产品创新，确保资金稳定，并拓展多元化的销售渠道，

以全面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替代品的威胁。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产品智能化与个性化的趋势日益

显著。在同等价格区间内，智能产品因其高效便捷的特点，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首

选。面对替代产品的潜在威胁，格力集团应主动应对，将挑战转化为发展的契机。

公司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加强研发力度，致力于开发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替代产品。

尽管格力集团在不断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但与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相比，仍存

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格力集团应聚焦于用户需求，持续进行研发创新，迅速推

出智能替代品，以最小化潜在风险，确保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购买者的谈判能力。尽管家用电器市场的消费者基数庞大，但平均每人消费

的电器数量却相对较少，因此在价格谈判中往往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为了扩大

市场份额，吸引更多消费者，家用电器公司常常采取降价或打折的策略。然而，

随着家用电器的个性化需求日益凸显，家电企业需要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进行定

制化生产，这使得客户在价格谈判中仍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同时，由于家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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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竞争激烈，众多企业的存在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从而增强了消费

者的谈判优势。格力科技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研发实力，以打造出独特且满足市

场需求的产品。只有当产品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和差异化优势时，格力才能在市场

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供应者的谈判能力。众多企业为家用电器行业提供原材料，因此，其供应商

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据显著优势。鉴于国内家电市场的激烈竞争态势，格力集团

明智地选择了专注于空调领域，从而避免了与其他公司的直接竞争。格力集团的

产品定价主要受到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成本影响。长期以来，格力集团与一些关

键供应商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这些供应商对于格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

值。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并维护稳定的供应链，格力集团应当充分利用其品牌影响

力，与这些关键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根据五力分析，格力集团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还是要稳住品牌优

势，加强研发力度，提升创新能力。

3.3.2 SWOT 分析

通过对格力集团进行 SWOT分析，可以找出企业相对有竞争力的方面，发

挥其现有的优势，也可以帮助企业找到自身的不足，在成本控制的环节去克服或

者避免无效成本的发生，并且有助于企业发现外部潜在的机会和威胁，为企业下

一步的成本控制提供更好的决策信息。图 3.5为格力集团 SWOT分析图：

威胁：

·市场竞争激烈

·市场容量饱和

优势：

·市场占有率高

·产品线完善

劣势：

·缺乏核心技术

·采购成本过高

机会：

·国家政策支持

·线上渠道成熟

图 3.5 格力集团 SWOT 分析图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链视角下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29

优势（Strengths）分析。根据 i媒体暖通及热泵所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中

央空调行业草根调研报告》，格力在 2022年的销售额超过 200亿元，再次稳固

了其在全国中央空调行业的领先地位，并已经持续保持这一地位长达 11年。在

多线市场中，其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 20%以上；而在单元机市场中，格力更是以

35.6%的市场占有率占据绝对优势。此外，格力中央空调已经为全球超过十万个

项目提供了服务，其制冷系统的销售更是引领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同时，格

力还为国内众多大型数据中心和电信运营商提供了 5G集采方案，是国内首家实

现百亿级销售额的中央空调品牌。2022年，格力不断完善生活电器类品类产品

线，逐步形成“好电器 格力造”的产品形象。根据奥维云网数据，格力电风扇

市场占有率为 20.68%，排名行业第一；电暖器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 14.01%，排

名行业第二。

劣势（Weaknesses）分析。格力集团始终将品质置于首位，但在当前市场环

境中，其产品价格相较于竞争对手仍显偏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市场竞争

力。同时，格力集团在某些产品的核心技术研发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影响了

其市场竞争的实力。此外，售后服务问题亦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在人力资源配

置上，格力集团过于侧重技术能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员工的整体素质。因

此，格力在市场竞争力和公共关系方面均存在提升空间。为改善这一状况，格力

应重视招募具备多样化优势的人才，以实现企业内外环境的均衡发展。在中国消

费者眼中，格力品牌主要定位于中低端市场。在高端产品的选择上，国内消费者

更倾向于外国品牌。这反映出格力在打造高端品牌形象方面仍需加大投入和努

力。不仅是在高端产品领域，格力集团在管理、技术研发和人员配置等方面与世

界顶尖企业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格力集团需拓展视野，以国际一流标准为

参照，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此外，由于国产供应商的信息化程度不足，难以满

足格力集团对信息化的需求，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还增加了采购与销

售费用。格力集团需与供应商共同努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以实现企业运营的持

续优化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机会（Opportunities）分析。随着用户的生活方式、兴趣和爱好的变化，传

统的线下模式向线上模式变迁。根据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发布的《2022

年中国家电行业年度报告》，2022年我国家电行业线上市场零售额规模为 4226.6

亿元，贡献率为 57.8%，线上渠道占比进一步加强。短视频、直播等新兴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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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瓜分了传统电商的市场份额，带动渠道结构调整。从《中国制造 2025》再

到《“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均以发展先进智能制造业为核心目标，布

局规划制造强国的推进路径。基于国家对智能制造的大力支持，我国智能制造行

业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智能制造成为我国现代先进制造业新的发展方向。根

据市场研究机构尚普咨询集团的数据，2022 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市场规模为

5400亿美元。预计到 2024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7000亿美元。

威胁（Threats）分析。2022年家电行业销售整体承压，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新兴渠道渗透率持续增长，加速了线上、线下渠道的融合，家电行业的外销和内

销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根据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发布的《2022年

中国家电行业年度报告》 ，2022年家电行业国内销售规模为 7307.2亿元，同比

下滑 9.5%。家电出口受到全球通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中国家用

电器产品出口额有所下降。2022年家用行业出口规模为 5681.6亿元，同比下降

10.9%。

在此基础上，格力集团应坚定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多年来积累的

研究成果，积极拓展相关多元化与非相关多元化业务。鉴于美的公司已在格力之

前一年完成了渠道改革，格力亦应加快营销渠道的优化步伐，并致力于与经销商

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鉴于空调产品体积较大，即便消费者选择在线购买，

其物流运输、安装及售后服务仍需依赖销售商或代理商来完成。此外，格力应充

分展现其在技术、售后服务及质量管理方面的核心竞争力，紧抓国家经济与世界

经济同步发展的契机，借鉴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探索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4 格力集团价值链分析

3.4.1 内部价值链分析

经过对格力集团的价值创造与核心能力的深入分析，我们对其内部价值链进

行了细致的划分，形成了包含六个关键环节的架构：组织架构、人力资源、技术

研发、生产制造、质量管控以及物流运输。其中，组织架构是公司的骨架，它明

确了各部门的职责与运行程序，是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基础。每个企业的组织结

构都独一无二，旨在通过部门的划分与协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然

而，过于庞大和复杂的组织结构可能会成为公司发展的桎梏，甚至威胁到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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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因此，在构建和调整组织结构时，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和理性，确保其与公

司的战略目标和市场环境相契合。格力集团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如表 3.1所示：

表 3.1 格力集团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

格力集团的组织架构以事业部制为主，公司的战略由公司总部来决定，各部

门具有一定的决策权，但不违背公司的整体策略。集中决策和分散管理的好处是

有利于专业化和系统化，并能充分调动下级单位的工作积极性。格力集团当前仍

将空调作为主要产业，从组织架构上看，有利于公司的顺利发展。多元化的发展

取向，使各个事业单位，特别是在科学研究方面，都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上游核心行业相对稳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对整个体系的发展是有利的。所以，

从总体上来看，格力集团的组织架构对公司的战略发展仍然是有利的。从具体环

节来看，格力在内部组织架构方面仍存在提升的空间。

人力资源部。在企业转型过程中，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而技术研究与开发，

也离不开专门的科研人员，格力集团通过与大学合作，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人

士都请到格力来，亲身体验格力的企业文化与工作氛围。加入格力，公司将对员

工进行全面的激励，激发他们的潜力，同时，公司还会对每个员工进行考核，让

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格力集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技术研发单元。在家电行业中，产品的研发能力是一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

源泉，下文将从研发人员的数量，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研发投入和研发投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这四个角度，对三个不同的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的优缺点进

行了比较，如表 3.2所示：

序号 结构特征 格力集团的基本情况

1 地区分布 在重庆、巴基斯坦等地有 10 个生产基地

2 分工形式 事业部制

3 关键职能 质量管理产品开发

4 集权程度 事业部分权制

5 规范化 制定并执行各项管理工作标准

6 人员结构 生产人员比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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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22年三家家电企业研发费用等数据对比分析

格力 海尔 美的

研发人员数量 12977 24647 20782

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 17.93% 22% 12.50%

研发投入(亿元) 64.30 102.40 126.1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40% 4.21% 3.67%

数据来源：格力、海尔与美的 2022年年报

从同行业的研发人员数量占比来看，格力、海尔和美的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

比例分别为 17.93%、22%、12.50%。从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看，格力

集团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并不理想，仅为 3.4%。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发现，

格力集团的研发团队规模相对较小，这导致了产品研发周期的延长，进而影响了

研发投资的效率。此外，格力还面临着研发人员流失率较高的问题。新员工的不

断加入，由于缺乏对公司产品研发流程和控制要求的充分了解，需要进行较长时

间的适应和转换，这无疑对研发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降低了工作效率，进一

步加剧了研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不平衡。最后格力在研发过程中的信息系统应用

与控制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各专业间的沟通与协调也存在障碍，例如机械与电

子专业在产品设计上的矛盾，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研发投入产出的效果。

生产制造单元。生产制造是指依据企业既定流程，从原材料或零部件起始，

经过装配、加工等环节，最终产出成品的连续过程。从成本计量的视角来看，生

产制造环节所涉及的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以及固定资产投入，均占据总成本的

半数以上，故降低此环节成本至关重要。在当前家用电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

景下，消费者更加倾向于选择品质优良且价格合理的产品。因此，削减无效成本

已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企业产品成本无外乎分为三类：原材料、人工和

制造费用的分配。由于格力目前主营业务以空调为主，在对制造费用进行分配的

过程中，主要包含生产机器的折旧成本以及生产过程中能源的损耗。表 3.3为格

力集团 2022年与 2021年各项生产成本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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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格力集团 2022年与 2021年成本构成对比表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同比增减

金额（亿元）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亿元） 占营业成本比重

原材料 890.62 88.01% 862,27 88.27% 3,29%

人工 44.88 4.43% 44.03 4.51% 1.93%

折旧 19.64 1.94% 17.34 1.78% 13.25%

能源 9.24 0.91% 7.09 0.73% 30.28%

合计 964.38 - 930.73 - 3.62%

数据来源：格力集团 2022年及 2021年年报

从 2022年和 2021年的数据对比中可以看出格力集团家电制造成本构成中原

材料占营业成本的比重最高，并且 2022年较 2021年上浮 3.29%，这是因为空调

的原材料主要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主要原材料成本占主营

业务成本的比例较高，原材料价格波动将对成本造成影响。从人工成本上看，劳

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将对公司的毛利率

产生不利影响。

质量管控单元。在生产制造环节中，质量控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生

产制造环节在整个流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质量控制不能仅仅局限于事

后阶段，而应当贯穿事前、事中、事后整个流程。所谓事前控制，即对从供应商

处采购的原材料进行严格把关，企业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体系，将原材

料明确划分为合格品、可用品和不合格品，并对其进行清晰标识。在生产过程中，

关键在于对人的操作、生产工序以及机器设备进行全面管理。人力资源部应负责

员工业务技能的培训，同时强化员工责任心。对于生产工序，建立详尽的控制记

录至关重要，同时机器设备的维护与保养亦不容忽视，以降低不必要的人工成本。

事后控制则着重于对已完成的成品进行全面检验，并对关键工序实施不定期抽

查。格力集团深知产品质量控制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经过多年持续努力，

已成功塑造出独具特色的“完美品质管理”模式。

物流运输单元。经过深入研究与分析，我们发现大型家电产品的物流配送效

率对销售业绩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消

费者无论选择通过线上 APP平台还是线下实体店进行购物，都期望能够快速、

准确地从仓库提取到所购买的商品。因此，对于家电企业而言，建立健全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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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格力集团作为家电行业的领军企业，已经积极采用先进的云平台技术，对生

产计划所需的零部件以及销售的产品进行高效调配与流通管理。这一举措不仅优

化了存货结构，还显著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从而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加优质的购

物体验。

3.4.2 外部价值链分析

行业价值链分析:在行业业价值链中，重点研究了上游供应商的原材料采购

成本和下游经销商的销售成本。

上游供应商-物资采购单元。制冷压缩机、制冷剂、冷凝器等构成了空调的

基础结构，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对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制冷压缩机，它的

价格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成本，它的品质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合格率，同时还会对产

品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供货时间和生产时间的长短，都会对生产的效率产生

影响。表 3.4为格力集团 2022年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

表 3.4 格力集团 2022年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

序号 采购金额（亿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

1 130.63 10.05%

2 69.32 5.33%

3 48.65 3.74%

4 40.37 3.11%

5 28.60 2.22%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亿元） 317.58

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 24.43%

数据来源：格力集团 2022年年报

下游销售商-市场营销单元。格力电器的主要营销渠道为格力专卖店，此种

销售模式在一、二、三线城市具备较好的可控性。然而，当拓展至三、四线城市

时，其掌控力度面临较大挑战。鉴于格力电器市场已覆盖全国范围，若仅依赖加

盟店方式构建营销网络，将大幅增加投资成本，并导致营销费用的上升。随着线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链视角下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35

上销售渠道的完善，格力电器也成立了线上的专卖店，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格力的销售渠道过于狭窄，虽然这一销售模式控制了产品的质量，但是从长远来

看该销售模式会阻碍格力销售收入的增长。

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经过对竞争者价值链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洞察竞争

者所采取的策略，并明确自身与竞争者之间的差异，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同时发掘出与竞争者相比的优势。目前，家用电器行业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其中

格力、美的、海尔智家三家企业共同占据了超过 70%的市场份额。鉴于此，我们

特别选择了与格力处于同一竞争水平的海尔智家和美的作为比较对象，对它们

2022年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总毛利率以及空调的毛利率进行了详尽的比较

分析，如表 3.5所示：

表 3.5 2022年三家家电企业营业收入等数据对比分析

格力 海尔 美的

营业收入（亿元） 1889.88 2435.14 3457

营业成本（亿元） 1397.84 1672.23 2605

总毛利率 26.04% 31.33% 24.65%

空调产品的毛利率 32.44% 28.61% 22.84%

数据来源：格力集团 2022年年报

从营业收入上来看，美的集团的营业收入最高，海尔智家其次、格力集团的

营业收入位居第三，一部分原因在于格力集团的销售模式与其他两家家电不同，

其线下销售的经营模式为专卖店直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销售收入的增长，另

一方面，格力集团的海外市场尚未完全发展起来，格力集团应深耕海外市场，通

过内外协同的产业优势，不断提升海外产品的研发能力，以更适合当地消费者的

市场细分产品，通过海外线下展会和开展多场线上、线下产品推介活动，提升品

牌力，运营格力全矩阵海外社媒平台。

从毛利率的角度来看，海尔集团的总毛利率最高，达到 31.33%。从空调产

品的毛利率来看，格力集团的业务还是居于领先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不同企业的

核心业务有一定的差异。美的、海尔智家和格力这三家公司，均沿着各自的产品

线进行发展。海尔智家专注于完善白电的全品类，特别重视冰箱的研发与生产。

美的则将主要资源投入到智能化机器人的研发上，并积极拓展其他家电行业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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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领域，实现了业务的多元化。而格力则主要聚焦于空调领域，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向手机、汽车、机器人等领域拓展。这三家公司各自在其选定的领域里，通

过不断创新和拓展，推动了家电行业的发展。从图 3.6中可以看出三家家电营业

收入及营业成本的对比情况，相比之下，美的的销售收入位于之首，因为美的集

团除主营业务收入外，其多元化产业也对营业收入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奥

维云网数据显示，在家用空调、台式泛微波、台式烤箱、电暖器、电磁炉、电热

水壶等 6个品类中，美的系产品在国内线上与线下的市场份额均位列行业第一。

但通过格力集团年报的数据来看，其多元化业务并没有为企业应收带来显性价

值，尤其企业在探索新兴行业的初期更要投入许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

其主营业务的拓展。

图 3.6 2022年三家家电企业销售毛利对比图

3.5 格力集团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动因分析

在战略成本管理中明确成本动因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准确识别成本动因才能

有效地从源头上进行控制，从而实现成本的优化和节约。鉴于此，本部分从结构

性成本动因和执行性成本动因两个方面对格力集团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成本动因

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战略成本管理的方向。通过对两种成本动因的分析能够更加

有针对性地制定成本控制策略，为格力集团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5.1 结构性成本动因

格力集团结构性成本动因主要从企业规模、业务范围、技术三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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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企业规模。格力集团对大批量定制产品的市场潜力持乐观态度。为此，

格力集团构建了一个大型定制平台，广泛邀请全球各地的设计师参与。公司利用

自身优势资源，通过深入研发与设计，致力于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确保产

品始终符合用户需求，格力集团对产品进行持续迭代开发，并公开透明地展示整

个产品的创意、研发和设计过程，积极邀请用户参与并提供宝贵意见，真正实现

了“用户定义产品”的理念。此外，格力集团通过构建规模效应，全面优化价值

链，有效降低成本。

其次是业务范围。为了扩大业务范畴，企业可采取横向或纵向的整合策略。

格力集团通过兼并与收购等手段，不断丰富产品线，跨足多个领域，并实施多元

化战略，旨在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进而推动公司整体发展。同时，格力集团重

视与供应商的合作，将其纳入平台式新产品研发体系，实施有效管理，旨在降低

采购成本，提升采购品质。在销售端，格力集团着力推广线上营销，探索场景营

销，整合优质销售渠道，以提升成本控制能力。

表 3.6 格力集团主要业务范围

业务范围 类型

分行业
制造业

其他业务

分产品

空调

生活电器

工业制品

智能装备

绿色能源

其他

分地区
内销

外销

最后是技术。格力集团深刻认识到，科技发展的步伐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同

时更要注重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地契合市场动态并赢得客

户青睐。鉴于近年来“套系”电器市场的迅猛增长，格力集团决定积极布局，推

出一系列独具匠心的“套系”电器及“家庭场景”解决方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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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集团在设计创新的基础上，还致力于提升服务品质和制造工艺等方面的核心

竞争力。经过全面的优化与改进，虽然初期成本可能会相对较高，但随着市场的

逐步成熟和销量的稳步上升，成本将逐渐降低，这也将成为格力集团的一个新的

增长点。

3.5.2 执行性成本动因

格力集团执行性成本动因主要包括员工参与、全面质量管理、生产能力利用

率、数据服务能力四个部分。

员工参与。格力集团在对员工进行管理时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管理理念。其强

调释放员工的个人潜能，为他们构建一个促进成长的舞台，并深度重视每位员工

的发展价值，同时让员工深切感受到，工作不仅仅是为公司创造价值，更是与他

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紧密相连。通过这样的理念灌输，员工们将在日常工作中自

然而然地关注收入和成本，将追求利润和成本控制视为己任，进而积极地参与到

公司的成本管理和利润增长中。

全面质量管理。格力集团以完美质量为追求，以消费者需求为最高标准，奉

行精品战略，在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制度、技术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构建出

独具特色的“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组织进行

质量创新的路径和方法问题，推动企业质量水平持续提升。格力在质量管理方面

具有极强的变革意识，推进质量管理变革，重点推动格力的质量管理向体系化方

向发展，深化质量强企建设。格力在学习和吸收 ISO9000、六西格玛、卓越绩效

模式等管理体系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 PQAM 完美质量保证模式，

从质量管理过程出发，，通过主动预防管控，保证了产品的适用性和可靠性，避

免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生产能力利用率。格力集团始终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以 5G技术为核心，

致力于推动智能化制造转型的无线网络应用。虽然 5G网络的建设初期投入成本

较高，但其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产能增加、质量损耗减少以及劳动力成本降低等

长期效益，将充分补偿前期的投资成本。

数据服务能力。格力集团加码仓储建设，干线物流自建，支线、城际物流外

包，线上渠道用电商平台物流。同时推出格力云网批，促进渠道信息上网。线上

销售采用电商平台物流，充分利用社会物流资源，有效降低物流损耗，提高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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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数字化系统以“格力云网批”为代表，串联渠道系统、仓储系统、物流系

统、派工系统，实现信息化全面上网，通过数字化赋能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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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力集团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4.1 内部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出现的问题

4.1.1 存货管理模式落后

图 4.1 格力集团 2018年-2022年存货周转率变化情况

格力电器的库存渠道存在严重的问题。格力代销商大量囤积商品，一旦产品

进行更新换代，库存产品的堆积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与海尔公司的零库存管理

方法不同，格力电器缺乏精细的库存管理。随着企业经营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企业的产品也在不断增加，结合大背景下智能设施的出现，对企业的存货管理也

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格力电器的线下渠道主要通过专卖店进行销售，并且公司

的主营产品为空调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所以，在对存货的管理方法上应当尽量避

免存货积压的问题。图 4.1为格力集团 2018年-2022年存货周转率的变动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格力集团的存货周转率从 2018年的 7.56逐渐降低，在 2020年

达到同比增长的最低值，说明企业的存货周转速度不断放缓，并且可能存在产品

滞销的情况。从近五年的趋势上看，该企业的存货周转率整体处于下降的趋势，

除了受大环境的影响，企业也应适时调整存货管理策略从而降低存货减值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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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材料成本控制不力

表 4.1 格力集团近五年原材料占比情况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原材料 8,790,17.64 1,031,373.43 895,926.82 1,101,370.62 1,067,299.77

营业成本 138,234,16.77 14,349,937.26 12,422,903.37 14,225,163.86 8,419,303.65

占比 6.36% 7.19% 7.21% 7.74% 12.68%

数据来源：格力集团 2018年-2022年年报

由于家电行业标的产品大多以大型家电为主，因此控制原材料成本对企业来

说至关重要。一方面原材料成本会占用企业的资金从而影响资金的流动性，如果

产品受市场环境影响销售不畅，相应的材料也会发生一定的减值，从而给企业造

成资金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对产品的价格也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而目前我国家电行业已趋于饱和状态，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势必会给企业销售

收入的实现造成一定压力。从表 4.1格力集团近年来原材料成本与营业成本的占

比情况中可以看出，格力集团 2018年-2022年原材料占比逐渐上升，通过近几

年的对比可以看出，格力集团的原材料成本有很大的波动性并且金额相对较高，

从而可以看出格力集团在原材料成本控制方面仍有待提升。

4.1.3 研发投入不足

图 4.2 2022年三家家电企业研发费用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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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4.2格力集团与海尔、美的的研发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格力集团在

研发投入方面明显不足，对于家电行业来说，产品的研发能力是一个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的来源。研发费用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关键，有助于开发新产品、新技

术和新工艺，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

需求，提高市场份额，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研发经费的合理投入可以推动企业

技术的升级换代，使企业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通过研发创新，企业可以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获得更高的产品质量，这些优势最终将转化为企业

的经济效益。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有助于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需

求的变化，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022年家电行业销售整体承压，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家电行业的外销和内

销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企业必须拥有自主强大的研发能力才能应对瞬息万

变的市场环境，尤其近几年新业态的出现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强大

的研发能力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的维度，更能够帮助企业走进国际市场，为其他业

务的开展带来机遇。

4.1.4 成本动因定位不准

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对原材料

要进行管控，避免浪费现象的发生。通常情况下，原材料的成本占据极大的比例，

这表明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产品成本的有效管理，从而达

到控制企业生产成本的目的。其次要减少生产损失。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产品损失，而且大部分损失会归于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

为了更好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应该想办法减少生产造成的损失。最后要

控制制造成本。生产过程中构成制造费用的项目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对企业

的每一项费用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制定费用定额和费用支出标准，尽量削减不

必要的间接成本的浪费，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单独从节约成本看待问题，

这种成本管理方法很可能会使管理者忽视对整个过程成本的管理，过于关注细

节，反而使整体成本有所上升。此外，一些员工缺乏对成本管理的重视，忽视了

成本管理对生产节约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企业难以进行成本控制，优势无法得到

有效发挥，竞争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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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外部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出现的问题

4.2.1 与上下游企业缺乏持续性的合作

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微妙。在传统

观念下双方处于利益的对立面，然而现代化的复杂商业环境使得这一关系出现了

改变，减少不必要的采购成本以提高效率也是战略成本管理中重要的一环。

格力集团对于上游供应链环节控制成本的主要方式为核心零部件自产自用，

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上游零部件的采购成本，但是随着产品的不断

更新迭代，企业难以做到新产品前向一体化的发展策略，从整个家电行业的上下

游产业链来看，最为有效的控制外部成本的关键在于与供应商和销售商达成合

作，将上下游看作产业链上的一个整体，将各自的利益相结合，前文通过波特的

五力模型可以看出，企业的竞争压力有两大方面是来自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和

销售商讨价还价的能力，一个稳定且完整的供产销链条是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变化

的根本。

4.2.2 销售渠道单一，数字化转型困难

自 2019年至今空调市场持续负增长，近年来格力的新零售策略推动了销售

渠道扁平化的改革，格力的主要营销渠道为格力专卖店，此种渠道在一、二、三

线城市具备相当的影响力与掌控力。然而，当进入三、四线城市时，其控制力则

有所减弱。传统的线下渠道采取加盟模式，不仅增加了营销成本，还与市场发展

趋势相悖，导致客户流失，经营收益下降，进一步提高了销售费用率。此外，此

种模式下的营销信息传递效率低下，企业响应市场变化的速度滞后，错失了许多

商机。管理层对网络销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且未能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导致

网络销售占比偏小，市场增长不尽如人意，进而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

随着互联网的时代到来，渠道的这种营销模式从线下走线上，对格力来讲是

巨大的挑战。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格力凭借其稳固的销售网络和卓越的销售

能力，在国内空调市场占据了显著的优势地位。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日新月异，

市场渠道日趋扁平化，同时空调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返利销售模式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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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瓶颈。为了保持并扩大市场份额，格力需要审时度势，积

极调整销售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

4.2.3 多元发展乏力，渠道思维僵化

格力生活电器品种涉及环境电器、厨房电器等等，但奥维云网 2022年数据

显示，有市场竞争力的格力生活电器仅有电风扇稍有起色，线上市场占有率为

19.52%，而其他品类产品未见明显发力。近年来，格力在手机、智能装备和新能

源等方面各有涉足，但发展效果均不理想。多元化不是简单的复制，每一个产品

或领域都有其特征。而格力多年来专注空调领域，所形成的产品思维和渠道模式

过于专注，在多元化领域照搬照套行不通。多元化经营指的是企业决定涉足一个

全新的业务领域。为了确保在这个新领域中取得良好的发展，企业必须从管理层

到基层员工，迅速掌握并精通该领域的专业知识。此外，培养和储备大量的技术

人才和管理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为企业在新领域中建立稳固的品牌形象提

供坚实的基础。

目前，新一代技术革命的迅猛推进使得产业发展各领域分工日益精细，这对

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要达到以上目

的，企业需要投入时间和资金。而且在实施多元化经营之前，企业必须对项目进

行深入研究和评估，从各个方面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事先设想到可能会发生

哪些问题及解决的方法。从格力数次多元化经营尝试均告失败的过程来看，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新领域了解不够，格力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空调生产，经营

管理，人才，技术等都是围绕空调主业运作，企业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都缺乏新领

域的深入了解，缺乏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同时，进入一个新领域需要人才、技术

的储备，而格力在这方面的准备显然是不够充分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链视角下格力集团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45

5 完善格力集团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的相关建议

5.1 完善内部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建议

5.1.1 重视存货管理，完善库存制度

从上述对格力集团存货管理模式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库存管理是一个多因素

影响的动态管理过程。想要保持高效地进行库存管理，生产线的流畅程度和原材

料的供应量是至关重要的。企业通过定期检查盘点与企业产品供应链相关的原材

料、在产品等的存货情况，从质量、数量、规格等方面全面进行库存管理，保证

企业利润最大化。

想要在高效进行库存管理同时降低管理费用与管理制度本身的特征有很大

的关系，但关键还是在于执行者的职业素养。结合格力电器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企业可以通过巧妙地运用 ABC分类法确定最佳存货数量，制定完善的储

存以及采购计划。其次，从选择优质商业合作伙伴的角度出发，提高企业的知名

度。与此同时，企业管理者也应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更新完善库存管理制

度。

5.1.2 控制材料成本，提高使用效率

通过对比分析格力集团 2022年与 2021年的生产成本可以发现，格力集团的

生产成本相比去年显著提高，从生产成本的构成上看，占比较大的材料成本是格

力集团在管理中尤其需要注意的地方。针对这一现象，企业可以采用计划成本法

对材料收发存进行计量，月末将材料的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进行对比，找出差异

所在，对超支或节省的原因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将责任成本落实到个人，控制材

料在生产过程中无效的初始运作损失。另一方面，格力可以建立定额定量领料制

度。在生产开始之前，各个生产部门都会严格地根据生产任务定额领料，在生产

过程中，员工会统计出消耗的原材料，将产成品的产出情况与原材料的领用情况

形成数据对比，建立健全管理档案信息，对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消耗进行详细

的记录。控制材料成本的另一个途径在于提高材料的使用效率，格力集团生产的

产品一向以“高质量”为导向，因此在生产的过程中对于损耗的原材料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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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不到位的问题，从而造成材料的极大浪费，企业在处理损耗原材料时可以将

其再次加工，作为副产品的材料，以提高企业材料的利用率。

5.1.3 加大科研投入，注重技术创新

经过深入分析格力集团内部产品研发的运作机制可以清晰地看到格力集团

在研发投资、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上的显著投入。然而，对比同行业美的和海尔

的研发投入，格力集团在此方面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企业在对科研投入方面不

仅要注重资金的收放，更要注重研发人员的整体水平。同时，格力集团必须在保

持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逐步向其他领域进行拓展。换言之，格力集团应始终

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新产品研发和设计上加大创新力度，加强对高端家电

领域的创新研究，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公司也需对研发投入进行

审慎评估，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避免盲目投资。

5.1.4 控制隐性成本，强化责任意识

从制造业企业人员结构看，格力集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流动性高。所以企业

为了自身发展进步，首先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员考核标准和配置方案；其次应

立足于自身发展现状，全面审视企业显露出的种种不足，对症下药提出完善的意

见。在薪酬制度的构建上，企业应该向彰显人才价值、竞争性凸显的方向看齐；

在分配机制的构建上，应以效益和业绩为前提，侧重于人才的培养和关键岗位的

维护。针对企业发展贡献较大的员工，适当给予奖励，把人才的价值体现出来，

确保其的付出与收入对等。同时，明白企业发展最大的保障就是人才，把人才潜

力充分刺激出来。对此，企业应从如下三方面着手：第一，精神层面的约束和激

励。积极传播企业文化，从信念、任务、道德、目标、荣誉、宗旨等方面发挥出

约束和激励效用；第二，制度层面的约束和激励。企业应以规章制度和相关法律

法规对其规范，促使其不断完善自我；第三，物质层面的约束和激励。定期组织

员工外出游玩，安排保健疗养等活动。在福利待遇和薪资的适当上调下，达到激

励员工的目的，留住优秀人才。在企业提高薪酬且人才流失的情况也并没有得到

大幅改善的情况下，必须通过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等各方的共同协调、共同努力，

共同采取措施问题才能真正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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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经营必须具有人的存在，公司要创造优秀的产品，员工的作用举足轻

重。这就要求企业不断强化员工的质量和责任意识，完善管理机制，为节约成本

创造有利条件。

5.2 完善外部价值链战略成本管理建议

5.2.1 形成战略联盟，实现价值增值

为了保障企业内部价值链的顺畅运作并实现外部价值的创造，企业需确保从

上游供应商处获得稳定的材料供应，并有效拓展下游营销渠道。在供应链管理中，

企业应审慎处理与上下游伙伴的关系。依据波特的五力模型来看，企业如果想通

过与上下游的竞争来强化自身的议价能力，往往会导致与上下游处于对立状态。

然而，企业如果选择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共

同构建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便可与上下游伙伴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

创造更高的价值，并实现成本的优化。

为了保障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与上下游企业建立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至关

重要。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传统产业正逐渐融入众多新技

术，使得企业的业务范围日趋专业化。通过建立联盟，企业间可以消除不必要的

疑虑和利益纷争，共同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展开合作。根据上述对格力集团原材

料成本的分析得知格力对于其前五名供应商的依赖比较大，与其建立长期联盟关

系不仅可以降低原材料的成本，还能够对原材料库存进行精细化管理，减少存货

成本。同样与下游建立合作关系更有利于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从而能够及时研

发出更多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

5.2.2 拓宽销售渠道，构建数字化体系

尽管目前我国家用电器市场整体呈现饱和态势，但在三四线城市，其家用电

器市场仍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三四线城市的

经济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这些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也在不断提升，进而推动他们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因此，格力集团应充分利

用其现有的营销渠道和网络平台，积极拓展并深入三四线城市未完全开发市场。

在实体店铺方面，格力可借助智能导购大屏幕、云端货架、电子价签等数字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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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同时注重店面形象的提升，以推动数字化实体场地的建设。这些实体商店不

仅应具备线上线下的交易功能，更应成为顾客体验、社交和交流的场所。让顾客

在店内深刻感受到格力所提供的高科技便捷与健康舒适的产品体验，进一步巩固

和拓展市场份额。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者群体的消费习惯在逐渐改变，人们更多的选

择线上的方式进行购买家用电器，线上销售也必将成为家电行业未来销售的主要

渠道之一。格力电器可以加强线上销售的投入力度，通过大力投入宣传推广，来

提升格力电器线上店铺的知名度，使其能够获得更高的线上销售额。最后，格力

电器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筛选销售量较高的区域，保留实体门店，利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方式，来促进格力电器产品的销售，使格力电器能够获得更

高的收益。

5.2.3 提高技术创新，布局多元化战略

从 2016年开始，格力开始向其他领域进行布局和尝试，先后宣布进军手机、

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芯片、医疗设备、预制菜等行业，以寻找业务新增长点，

但根据 2022年格力集团的财报显示，目前格力的多元业务对企业的营收贡献依

然较为有限，企业在拓宽业务的同时，应当首先关注对产品技术的把握程度，特

别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行业或产品，企业应制定相应的投入产出计划，不能盲

目跟风进入尚未了解的领域，从而给企业带来资金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从长远

来看，中国制造业不应是简单的生产制造，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必须完整掌握高知

识密度，高附加值，高影响力的价值环节，从生产要素的维度重构产业组合，掌

握核心的设计、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品牌资源，才能摆脱产业链低端的被动型，

跃升到产业链的高端。目前空调行业已趋于饱和，格力集团应在现有技术基础上

追求更高价值产品的研发，从而能够引领家电行业塑造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强大

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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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从内部价值链与外部价值链角度出发，站在战略成本管理的视角对格力

集团现行的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与同行业其他两家的数据进行

对比，发现了企业目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面对中国家电行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企业运作模式的深刻变革，传统的

成本控制理念、方法和标准已无法完全契合当前的企业发展需求。格力集团应以

品质为支撑，以品牌为载体，坚定不移走品牌发展之路，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推动智能制造；加强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竞争力，实现可

持续发展和长期竞争力；依托核心优势，加强产业链纵深布局，把握产业链布局

主动权；积极探索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以显著的核心竞争力向着高质量

发展方向破浪远航。

6.2 案例启示

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市场，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企业需要将注意力集

中在制定竞争策略上，然而，传统的成本管理往往只关注于简单的降低成本。在

实际中，当企业采取了不同的竞争策略时，要适时依据市场环境及时调整内部的

生产结构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企业要健全管理机制，形成科学的管理模式，

实现对成本的有效管理，减少成本费用，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提高自身行业

竞争力。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及社会发展情况，不断地优化成本控制

工作，提高自身成本控制水平，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落实企业成本控制与管理工

作，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的成本管理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对企业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

持续发展的当下，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因素日趋复杂。因此，成本控制工作必须

紧密围绕企业的发展目标进行调整与改进。同时，我们还需积极探索并实践更加

高效的成本控制策略，以期在保障企业稳健运营的同时，实现成本的有效降低。

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中不被淘汰，最大程度获得发展和提升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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