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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蓬勃发展，众多新兴企业崭露头角，同时传统燃油

车企业亦纷纷转型，这一迅猛的发展既受到政府对绿色、环保、清洁能源的积极

推动，诸如补贴政策与购置税减免等举措的助力，也离不开新能源汽车企业自身

的创新经营与高效管理。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如何合理利用资源、优

化成本控制以创造更多价值，已成为行业的核心议题。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已难

以适应当前发展需求，因此，企业需转变思维实施战略成本管理，以增强市场竞

争力，确保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领军企业比亚迪为研究对象，结合定量分析，运用

桑克模式下三项工具分析研究比亚迪的战略成本管理，具体包括使用价值链分析

方法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价值链进行具体评估，战略定位分析企业宏观环境与行

业环境，成本动因分析探寻影响比亚迪成本变动的结构性动因和执行性动因。通

过研究发现，比亚迪目前存在垂直整合过度、成本管控能力弱、价值链环节的成

本优化缺乏系统性、研发效率降低的问题，因此针对性提出比亚迪的战略成本管

理的优化措施：优化产业链结构，增强品牌粘性；高效集中采购，不断优化 ERP

管理系统；建立低成本新能源汽车行业联盟，增强价值活动联系；加快推动研发

技术发展，以此助力企业取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比亚迪 战略成本管理 桑克模式 价值链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has led to the birth of many new energy vehicle companies,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fuel vehicles to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plays a more decisive role, how to use limited resources to

create more value, optimizing cost control is very importan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has gradually failed to mee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needs, enterprises

must change their thinking,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to maintain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takes BYD,a leading enterprise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China,as the research object,combined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and uses

three tools under the Shank model to analyze and study BYD's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including the use of value chain analysis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ue chain of the enterprise,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alysis of the macro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and the cost driver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al and

executive drivers that affect BYD's cost changes.Through the research,it



is found that BYD currently has the problems of excessive vertical

integration,weak cost control ability,lack of systematization of cost

optimization in the value chain,and reduced R&D efficiency.Efficient

centralized procurement,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ERP management

system;Establish a low-cost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lliance to

enhance the connection of value activities;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D technology to help enterprises achieve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words:BYD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Shank Model;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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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当前，全球科技革命的浪潮正汹涌而至，各领域产业变革不断加速，特别是

汽车、能源、通讯和信息领域的交叉融合，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汽车

形态日益多样化，能源结构逐渐转型，出行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在这一背景下，

新能源汽车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渐侵占市场。正如电子商务逐步取代实

体零售，电子书正在接替纸质书籍，打车应用颠覆了传统出租车行业，新能源汽

车也正逐步替代燃油汽车，引领未来交通发展的新潮流。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一直持有高度支持的态度，早在 2012 年，国家出台

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通过该规划为新能

源产业提供了丰富的财政激励措施，包括免征车辆购置税及实施不限购、不限行

等优惠政策，这些举措凸显了我国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在 2019

年，政府发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深度勾勒了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宏伟发展蓝图，强调企业须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核心技术掌控力，

加快构建技术平台，以驱动新兴产业生态建设，并有力推动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2023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提出系列政策措施，并继续推动新能源汽车普及乡村，将购置税减免期限延长至

2027 年底。此外，会议强调加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民众购置和

使用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为交通运输绿色转型与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提供坚

实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日益提升，如今的

小康社会，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而是具备了充足的经济能力去追求精神满

足，这种变革不仅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层次。随着

生活步伐的加速，便捷出行已成为众多家庭的首选，公众对于汽车的环保与节能

性能要求日益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恰好满足了不同收入家庭对家用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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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成为实现现代生活理念的理想之选，推动汽车产业的绿色发展。

本文旨在研究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佼佼者——比亚迪，在当前行业竞争日

趋激烈、成本负担加重的形势下，本文详细分析了新能源汽车业务在战略成本管

理层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

旨在完善其成本管理机制，降低运营成本，增强竞争力，巩固自身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的领先优势，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企业提供借鉴参考。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战略成本管理是对传统成本管理理念的革新与升华，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

模式的新思维体系。自其诞生以来，相关理论研究持续深化，细分出多元研究分

支，并巧妙融入各类分析工具，广泛应用在各种企业运营场景中。当前，各领域

科研活动蓬勃开展，本文将桑克模式下的战略成本管理分析模型应用于新能源汽

车这一战略新兴产业的成本管理环节。本文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为实例，深度分

析其当前的成本管理状况，旨在探寻切实可行的成本削减路径，从而助力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这一战略性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

（2）现实意义

新能源汽车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蓬勃兴起，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有效的成本管理对于企业获取更多利润至关重要。鉴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涉及众多

作业流程，将战略成本管理体系融入其中全面分析，有助于企业深化成本控制，

挖掘常规手段难以企及的成本控制领域，并通过早期、多维度的成本管理，增强

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推动成本管理系统迭代升级，进而提升企业整体成本

管理效能。

1.2 文献综述

1.2.1 战略成本管理体系研究

战略成本管理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国外学者率先开展深入探究，框

架以战略思维为基石全面控制成本，经数十年积淀，国外在该领域已构筑起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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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在《战略管理会计》一书中，英国学者 Kenneth Simonds

（1981）率先阐述了“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将其定义为一种通

过对比企业与竞争者的成本信息，深入探讨了其在企业战略规划和执行过程中的

关键作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Michael E.Porter（1985）在分析战

略成本管理方式时，创新性地引入了价值链管理的相关理念，深入剖析了如何利

用价值链分析来强化企业战略成本决策的信息基础，为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执行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Shank（1989）在基于 Porter 的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指出

成本管理不应仅限于对竞争对手的分析，更应结合企业自身成本管理策略与战略

规划，通过深入的战略分析、精准的定位分析以及成本动因的细致剖析，全面优

化成本管理工作，以提升决策效果。Cemil Kuzey（2018）的研究强调，企业在

成本管理过程中，不应仅局限于生产环节，而应深入探索销售等及其他环节的分

配约束，以实现全面、有效的成本控制与资源配置。

相较于国外，国内战略成本管理思想的兴起稍显滞后。王学军（1992）在其

《论战略成本管理》一文率先对此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为我国相关研究奠

定了基石。自此以后，国内理论界对该主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不断推动

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夏宽云(2000)所著的《战略成本管理》一书，全面系统地

阐释了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理念，该书强调，企业应以战略视角审视成本管理，

结合长远发展规划，挖掘长期竞争优势，将成本管理与发展战略融合，实现成本

管理全面优化。陈轲（2002）深度分析了战略成本管理的理论架构及其实施环节，

从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到考核与评价各层面均提出了独到见解。该研究不仅

为提升国有企业成本竞争优势提供了崭新的战略成本管理应用思路，也为国企正

在进行的成本管理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借鉴。李海舰等学者（2013）经过比

较分析法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成本管理模式，采纳战略成本管理理念更能凸

显出优越性，对于企业实践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指导。熊瑛（2019）在其研究中指

出，我国企业在战略成本管理方面仍面临多方面挑战，包括基础不扎实、信息系

统滞后、价值链分析尚待深化和完善、以及成本管理手段相对落后等问题，这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公司战略成本管理的深化发展。殷英（2021）认为我国目前

在战略成本管理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基础薄弱、信息体系滞后、价值链分析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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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以及成本管理手段陈旧等方面的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我国战略成本管

理水平的提升。

1.2.2 战略成本管理模式研究

随着国际上战略成本管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出现了三种较为主流的模式，

得到了相应的认可，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桑克模式由 Shank 教授

（1993）构建，该模式巧妙地整合各类分析工具，在 Porter 的竞争优势理论基

石上，构筑了一个囊括战略定位分析、价值链分析及成本动因分析的综合框架。

Tony Grundy（1995）提出的克兰菲尔德模式，囊括了战略规划、行业与竞争者

剖析、成本动因探讨以及挑战评估等多个关键环节，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全

面而深入的分析框架。最后，Robin Cooper（1998）提出的罗宾·库珀模式，实

现了作业成本法与战略成本管理的有机融合。该模式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石，强调

对成本管理全过程的精细把控，为企业的成本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Adam（2017）

在文献综述中指出，桑克模式在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助于企业

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和规划，该模式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成本管理框架，推动了

企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Coiera Enrico(2019)认为价值链理论在信息系统设

计中具备应用价值，通过其分析可对比设计选项，进而获取促进企业成长的关键

信息。

对战略成本管理理论体系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战略成本管理具备一般的模

式特征，目前，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桑克模式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具体企业的应用分

析。夏宽云（2000）是我国战略成本管理理论领域的先驱之一，他深入分析了国

际主流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与方法，并对桑克模式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完善

性较高。国内的研究者向炜（2013）以桑克模式为出发点，对航空公司的战略成

本管理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并增加利润，企业应该对

其成本进行严格的管理。这不仅确保了航空公司在服务业中的竞争地位，还通过

进一步发展国际航班和支线航班来增加其市场份额，从成本管理的角度分析航空

公司的经营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孟小欣（2019）运用桑克模

型，对青岛啤酒企业在战略成本管理方面进行了深度探究，并给出了针对性的改

进建议，研究成果为企业在战略成本管理理论和实践应用方面，提供了多样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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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操作手段，通过对该案例研究和分析，能为我国其他类似企业在进行战略成

本管理时带来一定启示作用。石浩（2021）在全聚德集团公司的研究中采用了桑

克模式的三种分析方法进行战略成本管理的探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建议以促进

集团公司未来发展，同时还创新了国内食品产业的成本管理模式。曾立军(2023)

指出战略成本管理需完善定位、强化价值链管理、优化成本动因，并健全相关体

系，与桑克模式战略成本管理方法相吻合。

1.2.3 战略成本管理方法研究

对于战略成本管理方法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基于“价

值链”理论进行的分析，通过对各个环节进行分析和优化，使企业可以更好地控

制成本；二是以“作业成本法”为管理手段的核心，计算和分配各个作业环节的

实际成本工时，从而实现对成本的控制。Michael Porter（1985）提出的价值链

分析方法强调，通过对价值链的深入分析，可以为企业在战略成本决策方面提供

至关重要的信息，对企业成本构成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建立起相应的价值分析模

型。Robin Cooper（1998）作为杰出学者，成功地将作业成本法与成本管理融为

一体。深入剖析成本动因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框架，进而提出作

业成本制度，为企业成本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Henry（2015）着重指出价值链

分析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的关键作用，通过深入分析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企业

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和成本结构。同时强调，战略成本分析中作业成本法的

核心地位不容忽视，该方法在优化企业成本结构、提升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国内学者在研究战略成本管理方法时，主要关注其具体内容、不同层次及整

体体系三个方面。当前主流战略成本管理方法涵盖作业成本法、产品全生命周期

成本法及目标成本法，这一观点得到了谭勇等人（2000）的赞同。而李家华（2009）

则针对工程承包项目的实践，对战略目标成本管理法进行了深度探究。其研究内

容着眼于于决策的制定、目标成本管理的实施以及绩效评价的开展等方面，旨在

为企业实现高效成本管理提供有益指导。在陈煦江和汤凤林（2006）的研究中，

战略成本管理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基础层次、具体层次以及演进层次，针

对每一层次，对其基础战略成本管理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焦跃华和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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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2001）提出，针对该体系的构建，需从宏观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综合考量，该

体系应当涵盖多个方面，例如成本分析、方法、保障措施和绩效评价等。徐晶晶

(2019)指出战略成本管理打破传统局限，结合战略视角与竞争对手，审视企业组

织人员，实施控制策略以提供成本信息，构成前瞻性的成本管理新模式。戴冰

(2022)认为中小企业在战略成本管理中，应高度关注价值链分析、成本驱动因素

以及目标成本规划等管理策略的有效运用。

1.2.4 战略成本管理应用研究

战略成本管理理论在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中，已逐渐应用于国外众多企业，

为实际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战略成本管理强调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实现成本的有效降低，对此，Brinson（2012）创新性地引入了全面质量管理理

念。而 Guenther 和 Gaebler（2014）则以全球及国内经济环境、企业规模等多

元因素为核心考量，对影响战略成本实施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

Henri（2016）等学者指出战略成本管理可以通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与成本管理

结构不断提高经营业绩与获利能力。Thomas（2019）经过相关研究验证了战略成

本管理兼具成本控制与长远目标实现的双重特点，找到了两者间的平衡点。在低

碳发展背景下，Lawrence（2021）结合绿色发展理念，从理论结构层面探讨了战

略成本管理，企业不仅要关注环保问题，而且要追求长期经营价值。

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国内众多杰出企业为谋求长远发展，纷纷开始实施战

略成本管理，该管理模式得到了广泛采纳。赵争春（2019）以家电业为范例，剖

析了战略成本管理在其中的应用困境，并主张通过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来优化管理

体系。马薇（2021）指出，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着一系

列的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企业应当加强对成本管理数据的完善，并不

断地进行优化和提升，构建战略成本管理的信息支持系统，确保生产链条的完整

性。何瑛（2022）等人从价值链角度深入分析海底捞成本管理，为餐饮行业提供

成本管控新视角。宋春梅和袁兆龙（2023）则探讨黄金矿业企业战略成本管理，

构建多维度价值链模型，优化组织构架，实施动态管理以增强竞争优势。

1.2.5 文献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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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国内外战略成本管理研究现状的梳理，发现国外在战略成本管理领域

的研究已相对成熟和系统，而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历经二到三十

载漫长的时间，但如今的企业管理需求正越发变得复杂，且已超出原有传统管理

理念的适应范围。目前，战略成本管理体系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得到了广泛推广，

然而，对于战略成本管理体系分析的研究，当前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如何

利用企业价值链理论来构建战略成本管理模式上，而利用桑克模式来进行战略成

本管理体系分析的相关研究则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本研究旨在采用桑克模式

以实现战略成本管理，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性，本文以比亚迪为案例对象，深入

探究其战略成本管理实践，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企业在降本增效方面提供有益的

借鉴和参考。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以比亚迪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战略成本管理现状，首先梳理了相关文献

及理论，然后分析公司经营状况及成本管理现状，运用桑克模式下的三个分析工

具进行战略成本管理分析，剖析公司当前在发展运营过程中的瓶颈，进而针对其

所面临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优化建议。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下文将逐一分析各章

节的研究要点：

第一部分为绪论。这部分首先详细阐述了研究背景及其所具备的意义，包括

在理论及实践层面的双重价值。随后，系统梳理了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深入

的文献评述。最后，在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框架的基础上，

有助于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这部分对基本概念及理论作出归纳总结，

阐述了战略成本管理的模式，桑克模式的核心应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价值链分析、

战略定位以及战略成本动因探究，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具体含义与功能。

第三部分为比亚迪的基本概况及其当前的成本管理实况。在此部分中详尽阐

述了比亚迪的核心基本信息、经营状况以及其成本管理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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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为比亚迪在桑克模式下的战略成本管理分析。本章通过运用该模式

的三个核心分析工具，对案例公司进行了详尽的战略成本管理分析，从而揭示了

比亚迪当前在战略成本管理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

第五部分是比亚迪战略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建议。这部分依据前文的

分析，得出当前比亚迪战略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优化

建议，以提高比亚迪的战略成本管理实施水平和效率。

第六部分为结论。通过对比亚迪案例的深入研究，本文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相关议题，以

期为战略成本管理领域贡献更多有价值的见解。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为构建案例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研究深入阅读了大量关于

战略成本管理的期刊资料及国内外文献，深入分析了已发表的硕士及博士论文，

并且广泛搜集了各大权威平台与官方渠道上发布的最新科研成果。

2、案例分析法：本研究以比亚迪为研究焦点，深度分析战略成本管理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的实践与应用，深入剖析了现存问题，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希望

为企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助力其提升成本管理水平，实现可持续发

展。

3、比较分析法：本研究采用对比分析法，选取其他企业作为参照对象，对

比分析比亚迪与其在成本管理中的表现，以揭示比亚迪的比较劣势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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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研究框架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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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进行的一系列科学、系统的管理举措，涵盖成

本预测、规划、核算、分析、决策与控制等环节，它深刻影响着企业能否实现长

期稳健发展。成本管理强调全员参与，要求从生产各环节入手，通过优化流程来

降低成本。科学的成本管理策略能在确保产品质量与数量的基础上，实现费用最

小化与效益最大化，进而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助力企业获得丰厚利润。

2.1.2 战略成本管理

战略成本管理是在成本管理与战略管理相辅相成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其诞

生所依托的是传统成本管理方式对于竞争环境变化高度敏锐的反应，是传统成本

管理体系在迅猛发展的竞争环境下的一种变革性的优化，而其核心就在于通过战

略的角度对成本的来源进行深度的认知，从而准确定位成本驱动因素，进而实施

价值链上的精准成本管理。在战略管理的各个环节中，精准运用成本数据及其相

关配套信息，为企业精心提炼出战略性成本见解，旨在助力企业构建并巩固其竞

争优势，进而创造出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2.2 基础理论

2.2.1 价值链分析理论

价值链分析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它不仅可以帮助管理者识别出企业存在

的问题，而且还能发现新的机会点，进而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企业在从原材料采

购到产品生产，再到销售给客户的整个流程中，每一环节均为产品带来价值增值，

价值链分析的核心在于深入识别这些增值环节，进而针对增值瓶颈进行技术革新

或业务流程优化，从而全面管理价值链，并将其作为提升企业战略地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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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价值链分析理论仍在不断完善中，但其核心原则始终不变：企业需与合作伙

伴建立紧密关系，明确供应商与客户的重要性，进而优化价值链，实现其重要性

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

2.2.2 战略管理理论

战略管理理论，即在特定时间框架内，企业或组织确立的总体和长远的发展

愿景、导向，并涉及资源的优化配置。战略涉及产业链的选择、组织定位、未来

发展目标以及目标实现的规划，当企业面临不确定的内外环境，难以清晰界定风

险与机遇时，需制定应对策略。战略管理是企业利用内部数据平台实施动态管理

的过程，通过设定战略目标、明确任务、监控进度，确保目标的有效实现，它是

企业在竞争中的关键手段，随着技术革新和企业发展，战略成本管理模式逐渐得

到应用，并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战略管理理论的指导与支持。

2.2.3 成本领先战略理论

成本领先战略是通过高效的方法确保企业的总成本低于其竞争者，从而实现

在同一行业中的平均利润水平，也被称为低成本战略或“薄利”战略。成本领先

战略主张：尽管在质量、服务和其他多个方面都不应被忽视，但其核心目标是确

保成本低于市场上的竞争者，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并长期生存下

去，必须将产品和劳务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程度。因此，企业需要构建高效的生

产设施，并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降低成本，这包括加强相关成本和管

理费用的控制，以及尽可能减少在服务、销售和广告等多个方面的成本支出。

2.3 战略成本管理的主要模式

2.3.1 罗宾库伯模式

罗宾库伯模式战略成本管理旨在将作业成本法融入传统成本管理，揭示企业

在成本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此法企业能够精准区分增值与非增值活

动，利用作业成本法分析作业中心数据，进而调整策略，提升竞争力，在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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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体员工扮演关键角色，需明确作业中心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然而，单纯依

赖作业成本法可能过于局限，无法全面解决企业现存问题，因此需结合其他方法，

形成综合解决方案。

2.3.2 克兰菲尔德模式

克兰菲尔德模式战略成本管理强调，在企业规模扩张之际，应深度挖掘并发

挥人力资源的核心优势，以强化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能力。该模式认为，通过优

化人力资源管理，可有效稳定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战略，识别并解决企业

在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断提高企业的战略目标实现的能力。在成本管理实

践中，此模式还强调各环节间的协调与配合，构建合理的战略成本管理框架，灵

活应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适时调整竞争策略，从而持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2.3.3 桑克模式

桑克模式是以美国管理会计专家桑克教授所倡导并在波特教授的理论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一种管理方法，该模式将成本管理与战略管理结合起来，通过应用

多种工具，如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和战略成本动因等，构建了一个全面且系统

的框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应用。这三种分析方法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桑克

模式的核心，战略定位分析从宏观角度把握企业的战略目标；价值链分析则从微

观层面深入剖析企业各环节的运营情况，从上游供应商到下游客户均纳入考量；

成本动因分析则聚焦于企业具体操作，确定关键成本因素，进而设计并构建成本

管理体系，为企业提供一套全面且实用的成本管理模型。

2.3.4 三种模式的比较选择

在对前述三种战略成本分析模式进行综合考量后，总体发现：罗宾·库珀模

式实质上在传统成本管理框架内融入了作业成本法，侧重于通过作业核算来削减

成本，进而获取竞争优势。然而，它忽视了战略层面的深度分析，且作业成本法

的应用需精确划分作业与资源，这对企业而言不仅成本高昂且操作复杂。此外，

在分析外部竞争者和价值链上的其他实体时，获取其作业成本数据亦颇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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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该模式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较大难度。

克兰菲尔德模式是将供应链管理（SCM）应用于企业成本管理的方法，旨在

识别管理漏洞并推动持续优化。该模式将战略成本管理视为制定卓越竞争战略的

关键途径，其特色在于将 SCM 理论融入问题发现、分析、解决、方案选择及诊断

过程中，尤其多适用于企业内部成本管理。

桑克模式以其独特的价值链剖析、精准的战略定位研判及详尽的成本动因分

析，构建了一个系统、全面且逻辑严密的框架。该方法体系在三者中展现出最高

的完善度和广泛的社会认可度，为战略成本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

导。

2.4 桑克模式战略成本管理分析工具

在桑克模式分析方法中，运用了三种关键工具进行深入分析：价值链分析、

战略定位和战略成本动因分析法，深入剖析企业内外部环境，旨在挖掘战略成本

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综合分析，为企业的决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撑，有助于实

现成本管理的优化与提升。

2.4.1 价值链分析

多数产品自原材料起始至商品完成，需历经多环节作业，这些环节相互衔接，

形成一条完整的价值链，此价值链不仅是生产链，更是价值的创造过程。在价值

链中，作业活动可划分为增值与非增值两类，前者提升企业价值，后者则削弱之。

企业活动主要涵盖资产消耗与价值创造两方面，往往，企业成本的核算不仅仅是

与内部运营相关，而且与其上下游企业关系紧密相连，只有深入分析产业链中的

各个环节，才能够获得更大的成本优势。

（1）内部价值链

为了提升企业内部运营效率，必须对作业活动进行全面分类和深入分析，以

达到优化的效果。如图 2.1 所示，作业活动可分为基本与辅助两类，前者直接关

联产品生产，后者则间接支持基本作业。通过详细剖析各环节间的关联，能有效

识别并改善非增值作业，同时优化增值环节，使内部价值链上的各作业活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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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流畅的衔接，进而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率。

图 2.1 企业内部价值链

（2）外部价值链

外部价值链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宏观角度审视企业的价值活动，通过深入

的横向和纵向分析，以发现该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有助于揭示企业与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关系，为制定有效的战略和运营决策提供帮助。横向比较分析法着眼

于对企业竞争对手的价值链进行分析，通过对销量、价格以及研发、销售环节等

一系列因素的比较，可以洞察出潜在进入者或替代品所带来的威胁，进而有助于

企业明确自身在行业中的优劣势，以便实现优化和避免由成本过度降低所带来的

恶性竞争。纵向分析法聚焦于行业的价值链，着重深入研究上游以及下游的企业

数量、差异化程度以及标准化水平等因素，以确保原材料质量、成本控制及议价

能力的提升，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实现价值共创，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价值链分析旨在对企业运营过程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究，借助分析结果发掘出

各个环节的优势所在，针对这些优势加大投入力度，从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能

力。内部价值链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去除没有增值作用的环节，从而提高企业的

运营效率，外部价值链分析则聚焦产业链成本管理并关注竞争对手动态，探索成

本优化路径，纵横向价值链的交织，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框架，最终聚焦

于企业内部价值链的优化，为企业优化成本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2.4.2 战略定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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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定位分析内容

战略定位分析的核心在于深度洞察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竞争对手状况及内

部条件，以制定竞争优势显著的竞争战略，为企业成本管理的侧重点提供了指导

与决策依据，能够更有针对性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竞争效能。

（2）战略定位分析方法

PEST 分析作为一种战略视角下的方法，旨在全面剖析企业外部宏观环境。

其中，P代表政治，涉及政府政策、稳定性及法规变动；E代表经济，涵盖经济

状况、通胀水平及汇率波动；S代表社会，关注社会风尚、人口结构与文化变迁；

T代表技术，包含技术创新与进步动态。在规划企业战略时，PEST 分析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能精准捕捉宏观环境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助力企业捕捉发展机

遇，并提前规避潜在威胁。

SWOT 分析是一种深入剖析企业内部竞争条件与外部竞争环境的态势分析方

法，其中，S是优势，W是劣势，O是机遇，T是威胁。通过探究企业内部能力与

其竞争者之间存在的不同以便进行针对性的战略制定，并分析在外部环境变动可

能给企业带来的各种影响，及时调整企业战略与决策。通过 SWOT 分析，企业能

够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自身所处状况，通过在强势领域和机遇最有优势的领

域中重点规划和配置资源和行动，公司能够进一步夯实其战略建设，获得更为明

确的指向，能够优化资源分配，显著提高竞争力。

波特五力分析，作为一种深入剖析行业环境的工具，基于波特竞争理论全面

审视行业内的五大核心要素：供应商议价实力、购买者议价能力、业内竞争态势、

替代品的威胁以及新进入者的威胁，从企业的视角出发，评估了企业现有及潜在

竞争者之间的关系，深入调查了市场中的替代品情况，并结合产业特性分析了买

卖双方的议价能力。通过这一综合分析，企业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行业环境发展状

况，分析每种力量如何影响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分析竞争格局和行业动态以确

定公司可以调整战略的领域。

这三种分析工具用于战略管理，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其内外部环境，优势和

挑战以制定和调整战略，但也各有侧重点，例如，PEST 分析关注宏观环境，如

政治、经济和社会趋势，为公司提供长远规划的基础；SWOT 分析有助于公司识

别内部的优势、劣势以及外部的机会和威胁；波特五力模型则帮助公司了解产业



16

竞争格局，从供应商、买家、竞争对手等方面分析市场，指导竞争战略的制定。

这些工具的结合使用为企业提供了全面的信息，有助于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提高

竞争力。

2.4.3 战略成本动因分析

大多数企业的各项成本在进入具体生产和经营阶段之前即已确定，并给企业

带来明显的影响，这部分成本的影响因素被称为结构性成本动因，企业的大小、

技术储备、地域的分布等是企业结构成本动因的驱动因素，是企业为追求利润最

大化而进行决策时考虑的主要方面，与企业在经济方面的策略选择息息相关。对

于企业而言，这部分影响因素并非能够轻易地在短时间内得到消除，因而了解并

有效地控制企业结构性成本动因，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执行性成本动因的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企业在生产活动中的具体操作，例如加

强与上下游企业的联系、全面质量管理及员工凝聚力等，这些成本大多数具有难

以用数值来量化的特质，但是可以通过不断的改善实现合理的成本管理。通过加

强与上游和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实现存货的协同管理和产品的共同研

发，从而有助于减少库存和降低研发成本。健全和完善全面的质量管理制度不仅

可以降低返工的次数，而且还可以减少质检等非增值性工作环节的存在，不断增

强员工凝聚力，有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有效提升生产效率。

2.4.4 三大分析工具的逻辑联系

在桑克模式下执行战略成本管理的过程中，这三种分析工具之间存在着紧密

的联系。首先，利用价值链的分析方法，能够详尽地剖析整个行业价值链的成本

组成及其相互关联，进而确定企业在该价值链中的定位，这有助于识别出企业内

部的关键增值活动和非增值活动，从而为企业明确其生产或服务方向提供有力依

据。其次运用战略定位的分析方法，将成本管理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全面深入

地分析了企业的内外部环境，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明确适宜的发展战略，而且为企

业指明了成本管理的明确方向，并确保成本管理与企业战略的有效协同。最终，

运用战略成本动因的分析方法，深入探究影响战略成本变动的因素，探寻最优的

成本管理策略路径，通过这一分析过程，助力企业有效实施竞争战略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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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亚迪基本概况及成本管理状况

3.1 比亚迪公司概况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之一，于 1995 年成立

并坐落于中国广东深圳，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均有上市，主要从

事汽车与电池等的制造业务。经过 20 多年的高速发展，营业额和总市值均超过

千亿元，比亚迪一直致力于秉持“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迄今已在

全球范围内建立了 30 多个工业园，并在国内范围内规划了深圳、西安、长沙、

常州、抚州、合肥、济南、郑州和襄阳九大生产基地，综合实力得到充分彰显。

2020 年，在 BrandZ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百强榜单中，比亚迪成功入选，展现了其

在汽车行业的卓越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已连续六年蝉联该荣膺汽车行业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的桂冠，充分彰显了其品牌实力和市场认可度。比亚迪更是于

2021 年荣登《时代》杂志“2021 最有影响力的 100 家企业”之列，展现出其巨

大的市场号召力，与此同时，比亚迪还顺利进入 2022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榜

单，位列其中，此外比亚迪还受到“2022 福布斯中国可持续发展工业企业 TOP50”

的企业评选肯定，取得了新的发展里程碑。

比亚迪在电子、汽车、新能源及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均有深入布局，并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全面构建从能源获取、存储到应用的无排放新能源解决

方案，凭借其卓越的材料与产品研发实力以及强大的加工制造实力，已成为全球

电子产品设计制造服务领域的佼佼者。乘用车与商用车两大产品系列覆盖七大常

规与四大特殊领域，形成“7+4”战略，涵盖燃油与新能源两大市场，自 2008

年率先推出量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以来，比亚迪不断推出 e6、秦、唐、宋等

新能源车型，赢得市场广泛认可。

3.2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经营发展状况

比亚迪公司作为一家综合性企业，如图 3.1 所示，主营业务涵盖了新能源汽

车、手机部件及组装、二次充电电池、光伏等多个领域，凭借其在动力电池、电

机、电控等领域的雄厚技术积累，比亚迪公司在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中走在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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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成为了该领域能够提供长期、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的公司之一。通过持续

的技术创新，比亚迪公司加速推动了全球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进程，奠定了其在

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领导地位。

来源：官网整理

图 3.1 比亚迪主营业务

比亚迪业务涵盖广泛，包括锂离子电池及其他电池、充电器、电子产品、仪

表仪器、柔性线路板、液晶显示屏以及手机零配件、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等多

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广泛涉猎交通设备、电子器件等多个制造业领域。根据年

度报告显示，公司所涉及产品能够被归纳为四大类，分别为汽车及其相关产品、

手机零部件组装代工、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技术等领域。下表详细展示了比亚迪

在过去五年内的营业收入构成，通过表 3.1 与表 3.2 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汽

车业务作为比亚迪的核心领域，占据了公司总营收的 76.57%，其营业收入状况

及未来发展趋势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2022 年，比亚迪的营业收入达到了约 4240.61 亿元，与上一年度相比，实

现了 96.2%的显著增长。其中，汽车及其相关产品的业务收入约为 3246.91 亿元，

同比增长率高达 151.78%；而手机部件、组装等业务的收入则约为 988.15 亿元，

同比增长 14.30%，两大业务占比亚迪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6.57%和 23.30%，数

据展示了比亚迪在多元业务领域取得了稳健的发展成果。同时从表 3.2 可看出，

比亚迪汽车及相关业务在 2018—2022 年所占企业总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8.44%、49.63%、53.64%、52.04%、76.57%，这意味着比亚迪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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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能源汽车业务。

表 3.1 2018-2022 年比亚迪主营业务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百万元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二次充电电池

及光伏
8949.92 10,505.66 12,087.53 16,471.21 -

手机部件、组装

及其他产品
42,229.94 53,380.01 60,042.97 86,454.45 216,142.40

汽车、汽车相关产

品及其他产品
76,006.86 63,265.70 83,993.33 112,489.24 324,691.18

合计 130,054.71 127,738.52 156,597.69 216,142.40 424,060.64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表 3.2 2018-2022 年比亚迪营业收入结构分析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 6.88% 8.22% 7.72% 7.62% -

手机部件、组装及其他产品 32.47% 41.79% 38.34% 40.00% 23.30%

汽车、汽车相关产品及其他产

品
58.44% 49.53% 53.64% 52.04% 76.57%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比亚迪于 2003 年涉足汽车产业，2005 年成功推出首款主流轿车 F3，

标志着其在汽车市场的初步立足，随后，在 2008 年，比亚迪迎来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重大突破，首辆新能源汽车 F3DM 上线。在过去的 20 余年中，

比亚迪的造车之路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周期阶段：

第一阶段（2003-2008 年）可视为比亚迪汽车业务的奠基时期。2003

年，公司成功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正式涉足汽车制造领域，并推出了首款

悬挂比亚迪商标的汽车——福莱尔。2005 年，比亚迪进一步推出了主流轿

车——F3，奠定了其在汽车市场的地位。

第二阶段（2008-2015 年），在逆境中比亚迪勇敢涉足新能源汽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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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2008 年，公司推出首款新能源车型 F3DM，这不仅是中国品牌的首款

新能源汽车，还是全球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随后，2010 年，比亚迪

在深圳以出租车形式运营纯电动汽车 e6。2012 年，基于第二代 DM 技术的

混动车型秦上市，迅速占领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榜首，至 2015 年，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跃居全球首位，市场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第三阶段（自 2015 年至今），是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军阶段。

在国家“碳中和”政策的推动及新能源补贴的引导下，比亚迪抓住机遇，

于 2015-2016 年接连推出唐、宋、元等王朝系列车型。2021 年，公司发布

了 DM-i 超级混动系统，其核心为双电机 EHS 电混系统，2022 年，比亚迪

销量猛增 151.35%至 186 万辆，其中宋家族销量突破 49 万辆，占公司全年

销量的 26%，宋 Pro DM-i 月销超 2 万辆，表现强劲。

表 3.3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类型

新能源汽车分类

能源

类别

纯电 EV 系列

汉 EV、海豚、海豹、元 PLUS、元 Pro、唐 EV、

比亚迪 e2 等

插电混动 DM 系列 宋 PLUS DM-i、宋 Pro DM-i、宋 MAX DM-i、汉 DM-i/DM-p

产品

定位

高端旗舰系列 汉家族、唐家族、海豹

中端主流系列 宋家族

入门亲民系列 秦家族、元家族、海豚、驱逐舰 05、比亚迪 e2、比亚迪 e3

王朝、

海洋

王朝系列 唐、宋、元、汉、秦

海洋系列 海豹、海豚、驱逐舰 05

车型

类别

SUV 系列 唐家族、元家族、宋 PLUS DM-i、宋 PLUS EV、宋 Pro DM-i

轿车系列 汉家族、秦家族、比亚迪 e2、比亚迪 e3、海豚、海豹

MPV 系列 宋 MAX DM-i、比亚迪 D1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整理

在 2018 至 2022 年内，比亚迪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呈现出持续

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 2022 年，得益于政府的大力补贴和公司自身的研

发实力，由图 3.2 可以看出净利润呈现飞速地增长。如图 3.3 所示，比亚

https://www.modiauto.com.cn/auto/s1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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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销售了高达 186.85 万辆新能源汽车，较 2018 年实现了显著的 640%的增

长。尽管 2020 年疫情给市场带来了一定冲击，与 2019 年相比新能源汽车

的销售规模有所减少，但销售量仍成功突破 18.97 万辆，这一成绩使其在

全国新能源品牌销售中独占鳌头，再次证明了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强劲实力。

当前，比亚迪依然秉持其多元化的发展战略，致力于不断提升销量与产量，

通过持续创新和优化产品线，进一步巩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先地位。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3.2 2018-2022 比亚迪净利润趋势图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3.3 2018-2022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

自 2003 年开始，比亚迪不断将尖端科技引入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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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旨在推动新能源技术的深度发展和应用。从图 3.4 可以看出我国乘用车市

场逐渐发生变动，燃油汽车销量不断下降，纯电动与插电混动的销量逐渐提升，

这一趋势也为各大汽车公司指明了发展方向。目前，比亚迪已全面转向新能源汽

车生产，辅以多元化业务布局，确保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领先地位。随着油价飙

升与供应成本剧增，深度挖掘满足市场需求，如图 3.5 所示，相较于吉利汽车、

长安汽车、长城汽车，比亚迪插电混动销量持续领先。2022 年，燃油车市场销

量大幅下降近 300 万辆，而纯电动与插电混动销量分别增长 66.9%和 136.9%，插

电混动市场份额提升 3.6 个百分点，从图 3.6 可以看出在同一车系中，宋 PLUS

与秦 PLUS 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

图 3.4 2020-2022 年国内乘用车市场按动力系统销量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

图 3.5 2020-2022 年主要自主车企插电混动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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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3.6 2022 年比亚迪同一车系纯电动与插电混动销量对比

3.3 比亚迪成本管理现状

在 2018 至 2022 年间，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发展空间显著扩大，

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如图 3.7 所示，比亚迪 2018 年营业收入高达 1300 亿元人民

币，至 2022 年已跃升至 4240 亿元，五年内增长率达 226%，进一步巩固了其在

业界的领先地位。从成本占比看，比亚迪在 2018 年这一指标为 83.60%，至 2020

年降至 80.62%，虽在 2021 年略有回升至 86.98%，但 2022 年又降至 82.96%，从

2021 年的波动来看，去年 12 月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质量和促进行业发展，国

家政策对新能源汽车补贴的门槛进行调整，这一变化也表明了比亚迪在成本管控

方面依然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扶持。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3.7 2018-2022 年比亚迪营业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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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比亚迪对市场进行了精准定位，并致力于技术的深度挖掘，以此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如图 3.8 所示，汽车及相关产

品作为比亚迪的核心业务领域，其成本费用在营业成本中的占比显著，高达

73.48%。在战略成本管理的实践中，比亚迪坚持差异化与专业化的原则，这一策

略在提升用户体验、确保汽车产品质量等方面对成本管理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这

就决定了比亚迪的成本定价问题成为了必须全面考虑的关键因素，这对于公司在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3.8 比亚迪 2022 年各产品成本占营业成本比重

从图3.9中对比亚迪2018至2022年汽车业务收入与成本变化情况的分析来

看，2018 年和 2021 年该公司的汽车业务成本增速均超过了其收入增长速度，其

中 2021 年的差距尤为突出，收入和成本增速之间的差距约为 14 个百分点。如果

新能源汽车的成本增长速度长时间超过其收入增长速度，反映出公司成本控制方

面存在的一定问题，那么其盈利潜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

作为国产自主品牌的佼佼者，比亚迪在传统燃油车市场中曾采取渗透性定价

策略，然而，这一策略使得其品牌定位偏向低端，品牌溢价能力受到一定限制，

进而导致单车利润较为薄弱。根据相关数据，比亚迪在早期的单车利润仅约为

5000 元，这一数字接近于银行存款的收益率，尽管 2022 年年报显示，其新能源



25

车销量达到了 186.85 万辆，净利润为 166.22 亿元，单车利润也有所提升至大约

9000 元，然而与特斯拉等竞争对手相比，比亚迪的单车利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考虑到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每年必须拨付大量资金用于研发活

动，然而，成本变化呈现的不利态势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构成了显著威胁。因此，

强化成本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以确保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并实现

可持续发展。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3.9 2018-2022 年比亚迪汽车收入、成本变化情况

新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产能前置现象对企业短期内的盈利能力会产生一定影

响，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增长尚未达到规模效应的临界点，因此整车厂的销

量增长以及规模效应的释放成为衡量成本状况的关键因素。经营杠杆是由于固定

性经营成本的存在，导致 EBIT 变动率超过营业收入变动率的杠杆效应，固定成

本占比越高，在销售量变动时，单位固定成本的变化幅度会更大，进而对息税前

利润产生更显著的影响，从而增加经营杠杆系数。以折旧摊销为主的固定成本在

经营成本中的占比，可用于评估企业规模效应的释放潜力，如表 3.4 所示，尽管

比亚迪、长安汽车、上汽集团、长城汽车等企业的固定成本在经营成本中的占比

整体呈下降趋势，但相比之下比亚迪整车厂的固定成本占比最高，这也就意味着

其整体经营杠杆较高，现阶段也面临着较大的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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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018-2022 主要整车厂固定成本在经营成本中的占比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比亚迪 7.82% 7.93% 8.39% 6.60% 5.00%

长安汽车 4.64% 5.77% 5.26% 4.06% 3.58%

上汽集团 1.25% 1.56% 1.90% 2.04% 2.12%

长城汽车 4.26% 5.18% 5.00% 4.16% 4.87%

数据来源：Wind

根据比亚迪公司 2018-2022 年报中营业收入构成比例的数据，可知在该时间

段内，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对公司总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分别为 58.44%、49.53%、

53.64%、52.04%、76.57%。基于此，可通过按比例推算得出 2018-2022 年每年的

新能源汽车销售费用，具体计算方式为根据公司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费用，按照其

所占公司总营业收入比例进行乘积运算得出。根据表 3.5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每辆销售所需费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中在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每辆销售所投入的费用总体呈逐年下降的态势，而在 2022

年则略微提升，这一变化可能与市场环境、销售策略等多方面因素有关，但总体

而言，自 2018 年至 2022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平均销售费用降低了 24.19%。

为了维持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力，对于比亚迪公司来说，虽然近年来这一市

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随着其他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崛起，比亚迪公司需加大

宣传力度，提升品牌知名度，以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保持领先地位。

表 3.5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2018-2022 年销售费用情况

销售费用(万元） 年销售量（万台） 平均每辆销售投入（万元）

2018 19.10 24.78 0.77

2019 13.70 21.94 0.62

2020 10.13 18.97 0.53

2021 24.20 60.38 0.40

2022 115.36 186.85 0.62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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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桑克模式下比亚迪战略成本管理分析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下，运用价值链分析能够精准识别企业的价值链

活动，进而深入剖析其成本结构，通过内部与外部价值链的双重分析能够深入挖

掘企业价值链各个环节，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通过战略定位分析，

企业可以明确其在行业中的定位并提高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实现在战略选择与

成本控制之间的平衡；有效分析战略成本动因，并对产生的成本进行合理的控制，

有助于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中掌控关键成本节点，从而提高生产销售效率。

4.1 价值链分析

4.1.1 内部价值链分析

企业内部价值链涵盖了一系列为顾客创造价值以及提升竞争力的的核心活

动及其辅助性活动，在比亚迪公司内部，就价值活动性质而言，分为基础活动和

辅助活动两部分，参照表 4.1，可知基础活动涵盖进货物流、生产运营、出货物

流、营销销售及服务管理五大方面；辅助活动则由外部采购、技术研发、人力资

源配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构成，共同塑造比亚迪完整的价值创造体系。

表 4.1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业务内部价值链

辅助

活动

基础设施建设

利润

人力资源管理

开发

采购

基础

活动

进货

物流

生产

经营

出货

物流

经营

销售

服务

管理

（1）基础活动

进货物流上，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方面基于对竞争态势的深刻认识和

洞察，实践中采用了“垂直整合”发展策略，通过构建汽车工业园区，成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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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立的进货系统，充分发挥其在电池技术和整车研发制造方面的优势，推动了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进程。该采购物流实现了零部件的内部供应，外部的零部件

供应主要集中在如玻璃和轮胎这样的关键组件上，有效降低了进货环节的物流成

本，进一步提高了整体运营效率。

生产经营上，比亚迪近年持续在国内外增设生产基地，借助其独特的三位一

体企业战略——即零部件自研自产、整车自主装配和系统软件自主研发，全方位

驱动企业持续壮大。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比亚迪设立了一家专业模具制造公司，

实现汽车模具的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同时，比亚迪坚持技术创新，不断优化成

本管控，提升整体运营效能。

出货物流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订单处理和货物运输。一方面主要由专

门的部门进行计划和调整，以最大化提高对于交付期间的掌控力，并严格地进行

出货物流的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则在考虑代理、经纪和销售渠道等因素的同时，

充分考虑经销商的需求进行车型调配，并有效利用经销商的资源尽可能地降低物

流服务成本。

经营销售上，比亚迪高度重视销售与管理体系构建，已成功打造了一套涵盖

销售、定价、发货、收款及订单管理在内的全方位管理系统。为加强对各类新能

源汽车产品的管理与控制，实行严格的授权审批机制，规范宣传与营销流程，构

建全国统一的产品营销及服务网络，确保服务质量。

服务管理上，公司创新打造了一站式服务系统，提供上门试车、交付及金融

服务，通过店内广播、IPAD 等数字化工具强化服务品质。此外，升级了销售网

点，增设了茶水区、车展区与儿童游乐区，致力于实现最佳的顾客体验。强化专

业技能培训，确保提供精准的检测、高效的维护及高品质的维修服务，并为用户

带来经厂家权威认证的高标准售后保障。这些服务有力地解决了过往销售人员专

业知识欠缺以及售后服务不周的问题，显著提升了客户关系服务水平。

（2）辅助活动

基础设施建设上，比亚迪充分发挥全球一体化服务体系优势，已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新能源产业，建立了超过 30 个工业园区，且业务领域广泛，

比亚迪实施了“7+4”全方位战略，不仅拓宽新能源汽车市场覆盖范围，涵盖电

子产品、轨道交通及汽车等多元领域，还进一步延伸至公共交通领域，并成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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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了如机场、港口等特殊服务场景，展示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深度布局和广

泛应用。

人力资源管理上，比亚迪注重团队建设，采取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管理措

施。针对公司现状，精简并优化了人力资源流程及制度，实施了现代化的员工培

训与绩效评估体系，并完善了竞争与激励机制，有效提升了员工整体竞争力。2022

年 4 月，比亚迪推出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回购股票激励员工，无需出资即可参与，

此举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维护股东权益，增强员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

技术研发上，比亚迪坚守以创新技术为中心的发展哲学，独立创建了数个专

门的研究机构和研发团队，有效掌控研发全流程，强化了新品开发与市场响应能

力。如表 4.2 所示，研发人员数量显著增长 72.59%，各学历与年龄段人数均呈

增长趋势。虽然 2021-2022 年研发投入金额增幅加大，资本化水平下降 40.48%，

但从表 4.3 营收占比变动比例下降来看，比亚迪研发投入仍相对较低，仍有待进

一步提升。

表 4.2 比亚迪研发人员情况

2022 2021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69,697 40,382 72.59%

研发人员学历

本科 36,018 20,017 79.94%

硕士 7,827 3,953 98.00%

博士 590 295 100%

研发人员年龄

30 岁以下 37,302 19,770 88.68%

30-40 岁 28,606 18,049 58.49%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表 4.3 比亚迪研发投入情况

2022 2021 变动比例

研发投入金额（亿元） 202.23 106.27 90.3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4.77% 4.9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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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比亚迪研发投入情况

2022 2021 变动比例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亿元） 15.69 26.36 -40.48%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7.76% 24.80% -17.04%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采购上，比亚迪通过其独立采购系统，致力于实现本地化优选采购，精选邻

近的合格供应商，以实现采购成本最小化。如图 4.1 与图 4.2，比亚迪在物料采

购环节采取审慎的决策，通过深入分析市场趋势与供应商能力，对从需求确认到

绩效评估的关键环节进行全面监督，同时，公司不断完善采购管理与流程，以更

好地满足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需求，确保采购活动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图 4.1 比亚迪采购流程

图 4.2 比亚迪采购流程管理

4.1.2 外部价值链分析

（1）纵向价值链

最初比亚迪是将手机电池的制造作为主要业务进行发展的，由于知名度和生

产水平的不足，在初期涉足新能源汽车领域时，谈判与供应商之间的议价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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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弱。如图 4.3 所示，企业为了有效控制成本，提升研发实力，比亚迪采取了全

面整合策略，以期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发展地位，积极协调原材料与零部件供应商，

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主要部件的自给自足，有效提升了产业链的控制力。为进一步

推广新能源汽车并巩固品牌形象，比亚迪着力于下游产业的整合，通过积极建立

合营和联营企业大力发展租赁服务，有效提升了产品销量，增强了在市场中的竞

争地位。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资料自行绘制

图 4.3 比亚迪行业价值链图

在价值链的上游环节，比亚迪运用垂直整合战略，有效地将所需的大部分原

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整合到自身供应链中，为生产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比亚迪秉

承自产自销的理念，除了玻璃与轮胎等非核心零部件之外，其余核心零部件均能

自主研发制造，从而实现了较高的零配件自给率，占比超过 50%。这种方式加强

了对产品质量的管控，企业可以有效地减少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性价比。然而，

垂直整合模式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紧密联系，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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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了产业链上游的多个环节导致与供应商之间的直接交互相对减少，这可能对

双方的合作深度和灵活性产生一定影响。

研发与生产的中游环节，比亚迪采取了严密的内部管控措施，各研发子公司

职责清晰，内部协同作战的方式不仅显著增强了公司的研发实力，还降低了对外

部高科技配件的依赖及采购成本，从而确保研发成果能够持续为企业的长远发展

提供支持。然而，随着子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比亚迪所需承担的管理及人力成

本也随之上升，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成本管理控制。

在下游销售与服务环节，比亚迪采用以经销商为主导，辅之以直营的销售模

式，此举虽能确保渠道拓展，但亦伴随着利润的部分转让，增加了渠道成本。相

较于直营模式，该模式虽能实现店铺的统一管理，提升销售服务效率，并获取第

一手客户数据以精准满足需求，但减少了企业与终端消费者的直接互动，其高资

产投入亦带来资金压力与投资风险。因此，比亚迪在选择销售模式时，需综合考

量自身经营战略与市场环境，寻求最佳的平衡与抉择。

（2）横向价值链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市值仅次于比亚迪的造车新势力理想汽车，探讨比亚迪在

战略成本方面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优劣势。

在销量和价格方面，比亚迪汽车的规模大、销量高，达到了 302 万辆，在

2023 年的市场中保持国内第一的位置，同比增长 62%，占据了 33.6%的市场份额。

然而，理想汽车在销量方面也有着令人瞩目的表现，其销量为 37 万辆，同比增

长 182%，其市场份额也增加至 4.1%。在价格上，2022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单

车平均售价为 17.5 万元，相较之下，理想汽车同年的单车平均销售价格则达到

了 33 万元，显示出较高的市场定位，在“蔚小理”等造车新势力中充分彰显了

其与众不同之处，成为了交付量最高的中国新势力车企之一。

在品牌定位方面，理想汽车最初将其目标定位于高端市场，然而近年来逐渐

扩大了市场覆盖范围，延伸至中低端市场；而比亚迪则从中低端起步，近年来逐

步探索高端市场。市场规律显示，高端品牌向下延伸易吸引追求品质且价格敏感

的消费者，而低端品牌向上拓展则困难重重，企业在初创期的品牌定位已在消费

者心中根深蒂固，比亚迪需投入大量资源打破固有印象，探索新的市场定位。

在销售与服务层面，理想汽车推行直营模式，而比亚迪则主要依赖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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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辅以直营模式。尽管比亚迪在产品研发与生产上投入大量精力，然而，

在产品的销售和服务上，其表现并未达到预期，加入 4S 店的方式使得服务显得

不够直观，而之前的“店海战略”进一步导致 4S 店的服务质量存在显著差异，

进而使得比亚迪汽车的顾客投诉率居高不下。2022 年，投诉量高达 4297 起，

占比 15.3%，其中不按约交车的投诉最为突出，达 1926 起，动力电池故障、影

音系统故障、续航里程不准等问题亦频发，顾客满意度低下，无疑对比亚迪的

口碑构成负面影响。2022 年，理想汽车加速 NOP 技术的推广，并与宁德时代深

化合作，为其进军纯电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相比之下，理想坚持直营模式，

从售前到售后，各环节均有专业团队支撑，员工经过严格培训，具备高度专业

素养，如销售人员对车辆功能及价格了如指掌，确保顾客获得优质服务。

4.2 战略定位分析

4.2.1 PEST 分析

（1）政治和法律环境

为了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繁荣，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展望未来，

比亚迪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其发展速度有望进一步提升。财政部等三部门于

2022 年 9 月联合发布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公告，将政策有效期延长至 2023

年底，旨在刺激新能源汽车消费，确保市场稳定增长。同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

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通知，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及充电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助力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出行。此外，由国家设定的“碳达峰、碳

中和”的目标，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明晰了发展方向，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

此外，政府出台的多项法律、法规也在间接推动比亚迪公司的发展。例如，

经济合同法、企业破产法、商标法、质量法、专利法及中外合资企业法等，不仅

为比亚迪的电动汽车专利和技术提供保护，还确保了产品质量及对外输出的稳定

性。然而，有关工业污染限制、生产安全要求及雇员权利保障等法规，也在一定

程度上倒逼公司良性运营。

（2）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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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结构正经历战略性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在深入推进，绿色发

展理念已深入人心，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就业物价形势稳定，居民消费能力

稳步上升，这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力也

随之提升，为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如图 4.4 所示，我国汽车

千人保有量逐年攀升，2022 年已至 215 辆，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显不足，仅为

美国的四分之一，这显示出我国汽车行业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等待开发，作为未

来的新增长点，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广阔，其成长潜力显而易见。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图 4.4 2022 年全球主要国家汽车人均保有量情况

国内新能源汽车政府补助逐步缩减，其国家补贴趋势呈二次函数抛物线形态，

可以从表 4.4 中得知，相关补贴起初逐年上升，在 2016 年达到顶峰之后，每年

的数值都在逐渐减少。依据 2020 年发布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策，国家补贴的

期限被延长了两年，即至 2022 年底结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每年的补贴标准都将在前一年的基础上依次降低 10%、20%和 30%，

呈现出逐步退坡的趋势。随着近年来电池技术不断进步以及新能源汽车消费习惯

逐渐形成，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对市场造成的冲击正逐渐减弱，行业发展逐渐步

入稳定期，但也同时需要企业做好相关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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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13-2022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
①

续航（公里） 补贴（万元）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纯电动

R<150 3.5 3.3 3.2 2.5 2.0

150≤R<250 5.0 4.8 4.5 4.5 3.6 2.4

250≤R<300 6.0 5.7 5.4 5.5 4.4 3.4 1.8

300≤R<400 6.0 5.7 5.4 5.5 4.4 4.5 1.8 1.6 1.3 0.9

400≤R 6.0 5.7 5.4 5.5 4.4 5.0 2.5 2.3 1.8 1.3

插电式混动

50≤R 3.5 3.3 3.2 3.0 2.4 2.2 1.0 0.9 0.7 0.5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3 年 9 月 27 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中美能源控股公司宣布，以

每股 8港元的价格认购比亚迪 2.25 亿股股份，约占其配售后 10%的股份，交易

总额达 2.3 亿美元，此举体现了巴菲特对比亚迪发展潜力和品牌价值的深度认可，

展现了对比亚迪未来前景的坚定信心。

（3）社会和文化环境

近年来，我国作为世界汽车消费大国，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公众

对机动车带来的环境挑战愈发关注。为减少有害废气排放，倡导低碳出行，新能

源汽车以其低能耗、低排放的特点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双碳”

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和各国推广力度，新能源汽车日益受到

公众青睐，成为购车首选，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扩张为比亚迪等企业提供了更广阔

的发展平台。同时，人口增长、城镇化提升及科技发展等因素，促使人们用车需

求不断增加，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持续提高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广，绿色发展观念逐渐根

植于人心，促使新能源交通工具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时，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关键

① 1、2016 年前纯电动车里程数达 80公里、2016 年及之后达 100 公里方可享受补贴；2、2018 年里程达 150

公里未满 200 公里享受 1.5 万元补贴，达 200 公里未 250 公里享 2.4 万元补贴；3、2020 年起，仅补贴前

售价 30万元以下车型；4、图中部分补贴数字为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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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显著降低了消费者对安全性和续航能力等方面的顾虑，有力驱动了我国新

能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兴起。从图 4.6 可以看出 2022 与 2023 年的销量实现了翻倍

的增长，极大地提升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4.5 2014-2023 年中国人口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

图 4.6 2015-2023 年新能源车销量及增长率

（4）技术环境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智能制造等创新技术在新兴领域的运用，

尤其是在纯电动和混合动力小汽车成为市场主流的情况下，技术的运用有效地推

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比亚迪成功地将充电电池技术与汽车制造相结

合，已掌握国际先进的电池、电机及电子控制技术，特别是在磷酸铁锂电池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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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致力于打造稳定、低成本且安全性高的产品，这对于缓解新能源补贴退坡背

景下行业普遍面临的高昂成本问题至关重要。此外，凭借卓越的技术创新实力及

出色的性价比优势，比亚迪围绕“7+4”战略深耕交通运输领域，致力于打造更

个性化、更贴合客户需求的产品与服务。

4.2.2 SWOT 分析

（1）优势

一是在企业文化上，比亚迪致力于实施高效以及系统化的管理，坚守发展核

心价值观，并持续践行“科技引领、创新为基”的发展理念，旨在实现人才、待

遇及情感的全面覆盖的目标。

二是在技术上，比亚迪于国内同行业间脱颖而出，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领

域不断发展，其卓越之处在于电池及动力总成技术的行业领先，如增进车辆续航、

推广快充技术，极大提升了用户驾驶的便捷性。

三是节能环保理念上，采用全球领先的纯电动技术，比亚迪成功实现了车载

零排放，既显著降低了民众日常出行成本，又为环保事业作出了不可或缺的积极

贡献。

（2）劣势

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比亚迪在多个领域的发展表现不俗，

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一是与外资合资的汽车企业相比较时，在品牌溢价和市场认可度方面仍然处

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相对于其他新能源汽车品牌，例如吉利旗下的领克，中高端

市场是比亚迪相对较晚才开始布局的领域。

二是比亚迪采用“垂直整合”战略，其内部相关研究所涉及的技术一直以来

较为封闭，导致其与外界在新能源汽车技术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此外，尽管比亚迪在动力电池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三电”技术与生产工

艺方面仍与国外品牌如特斯拉存在较大的差距，在销售方面也存在经销商主动退

网的现象。

（3）机会

一是国家在促进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方面给予了大力扶持。政府相继出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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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政策，例如减税降费等，同时还制订了相应的行业标准，不断优化了市场环境，

推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新能源汽车行业已被确定为国家

七大战略性优先发展行业之一，在“十四五”期间，政府加大了对该行业的扶持

力度，优惠政策也将逐步增强，这无疑将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创造更

为优越的市场环境。

二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步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居民的购买力也在持续上升，

进而引发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特别是在交通出行方面，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注重便利性，旨在提高生活质量，于是出现了购买车辆的需求。同时，政府也

通过消费政策调整，促进内需增长，使得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从过往的观望态度转

变为现实的购买力。

（4）威胁

一是补贴不断减少。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也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其

中国家政策补贴对产业进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虽 2019 年新能源汽车相关补

贴数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且按照车型不同执行差异化补贴，然而补贴标准

以及程度的大幅缩减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根据相关政策规定，2021

年与 2020 年相比，新能源车补贴标准下降 20%或 10%不等，且在 2022 年将再次

下降 30%；最终，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续 13 年的新能源车购买补助的政策将

完全停止，这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转型，从依赖政策驱动转为市场导

向。

二是新能源汽车竞争态势不断加剧。伴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迅猛增长国外

品牌特斯拉一直雄踞销售排行榜首，并与比亚迪展开了长期的竞争，此外，新势

力品牌理想、哪吒、小鹏和蔚来等运用了精准的市场定位策略，以及集中的差异

化竞争策略，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

根据前述分析，比亚迪企业因自身发展方面存在的诸多缺陷和环境可能造成

的不利影响，可考虑采用 SO 战略。依循该战略，比亚迪应全力抓住机遇，以推

进企业的更大规模发展为目标，在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中，企业需不断完善营销

和售后服务体系，推进工业化建设进程，拓宽产品线，提升生产效率，并投入更

多资源进行新型汽车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在革新发展中，

为应对市场的不断变化及消费者在时间层面的需求转变，比亚迪应密切关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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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与国家政策的更新。

4.2.3 波特五力分析

（1）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比亚迪的供应商主要涵盖传统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传统汽车零

部件供应商因市场成熟且竞争激烈，往往议价能力有限。在新能源零部件领域，

如电池、电机电控、BMS 等，市场格局则有所不同，据 NE 时代 2022 年数据显示，

电池行业集中度高，宁德时代等少数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拥有较强的议价能

力。然而，在 BMS 领域，虽然市场集中度也较高，但相较于电池行业，其议价能

力略显逊色。电机电控市场则相对分散，议价能力较弱。尽管如此，比亚迪因其

在电池生产，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锂电池方面的深厚积累和专利优势，能

够有效应对新能源部件供应商的议价挑战，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2）消费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仍受多方面疑虑影响。首要考量是安全

性，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其安全性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新能源汽车自燃事件频

繁发生，许多消费者在购买时存在顾虑，因此，包括比亚迪在内的汽车制造商在

市场推广中特别注重强调产品的安全性能，以消除消费者的顾虑并提升市场竞争

力。再者，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配套服务设施，诸如充换电装置，其覆盖面尚不广

泛。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公共充换电站的数量严重不足，而家用充电桩的安装

又常常受到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限制，加之充电速度缓慢，这些问题均亟待解决。

因此在选购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消费者拥有相对较高的议价权。

（3）新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能源汽车行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如图 4.7 与图

4.8 所示，2020 年至 2022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量显著增长，分别达

到 8.18 万家、17.75 万家和 24.69 万家，年增长率依次为 73.93%、116.99%和

39.12%。2023 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更是突破 30 万大关，同比增长 25.26%，从地

域分布看，山东以 9.85 万家相关企业领跑全国，广东和江苏分别以 9.08 万家和

6.92 万家紧随其后，海南、浙江、河南等地亦紧随其后。同时，传统燃油车企

业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大众、宝马、沃尔沃等老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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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纷纷涉足新能源汽车领域，此外，诸如百度、华为、小米等跨界巨头，凭借其

雄厚资本和卓越研发能力，已强势挺进新能源汽车赛道，其影响力不容小觑。综

上所述，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面临着较高的新进入者威胁。

数据来源：企查查

图 4.7 2014-2023 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注册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企查查

图 4.8 2023 年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区域分布

（4）替代品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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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汽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种，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如高效能、零排放等，

未来有望在汽车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环保理念的深入人

心，氢能汽车的发展潜力日益凸显，它将成为推动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

量之一。虽然当前氢能汽车的推广受到制造成本、运输及储存费用高昂的限制，

但其动力更强大、续航能力更长的优势不容忽视,并且经过不断发展将进一步降

低成本，我国“十四五”规划已明确将氢能列为战略重点发展的能源之一，预示

着氢能汽车的规模化量产前景可期，从而对包括比亚迪在内的电动汽车市场构成

不容小觑的替代挑战。

（5）行业内现有竞争者

一方面是自 2019 年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特斯拉在华建厂以来，其生产制造

成本的大幅降低和售价的相应下调，对比亚迪原本的成本优势构成了显著冲击。

中端市场消费者因追求特斯拉的中高端定位或跟风心理，可能转向购买特斯拉。

另一方面是互联网的崛起催生了众多新兴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抢占发展地位，

蔚来、小鹏、理想等品牌紧随比亚迪步伐，借力互联网平台，深入挖掘和分析海

量数据，不断优化自身的运营模式。因此，可以说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中面临

着激烈的竞争。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

图 4.9 2022 年新能源汽车品牌销量排名

综上所述，比亚迪在引领新能源汽车产业进步的过程中，既要紧跟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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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也需深度洞察供应商、消费者及竞争对手的市场动态，通过培养核心竞争

力，有效应对潜在替代品及竞争者的威胁，持续优化战略成本管理，确保在市场

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4.3 战略成本动因分析

4.3.1 结构性成本动因分析

（1）规模经济

扩大生产能力和增加销售量能够显著降低单位成本，比亚迪作为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领军者，整合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全流程，尤其在动力电池、电控技

术及整车制造领域稳居全球尖端。如表 4.5 所示，比亚迪在 2022 年度上市乘用

车企中业绩卓越，引人注目，其总市值高达 7480.76 亿元，位居前十，且是唯一

的中国汽车企业，市值超越大众、奔驰、宝马等传统跨国巨头。此外，比亚迪在

持续布局国内生产基地的同时，积极向海外市场扩张，2022 年实现了 186.85 万

辆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市场占有率达到 27%，在国内外市场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其中，国内生产基地已覆盖宁波、武汉等城市，海外市场也扩展至美国、巴西等

国家。

表 4.5 比亚迪 2022 年经营业绩

年度收入（亿元） 总市值（亿元）
员工人数

（万人）
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4240.61 7480.76 57 186.85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网

（2）整合程度

比亚迪的成本管控策略根植于“垂直整合”模式，这一理念起始于其早年在

充电电池及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经验积累，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严格控制原材料

成本，并由此延伸至汽车及其他业务领域。为强化对生产成本的源头把控，比亚

迪紧密携手上游制造商与供应商，深度优化原材料选取与生产工艺流程，充分发

挥其在研发设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在汽车产业中，比亚迪构建了独有的垂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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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体系，自产模具、底盘等关键基础部件及装配设施，成功压低了整体制造成

本。然而，随着技术迭代加速及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生态的日臻完善，垂直整合的

局限性日益凸显，诸如管理封闭性增强、产业链协同沟通成本上升等问题，正对

新能源汽车的集成创新形成挑战。因此，比亚迪需适时调整战略，以适应行业变

化。

（3）地理位置

比亚迪总部坐落于广东省深圳市，是一家于中国大陆排名前 500 的企业，公

司业务板块涵盖四大领域，作为代表绿色、创新、开放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性产业，

新能源汽车在公司业务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政府

着力推崇绿色科技与工业进步，积极构建优越的绿色商业生态，汇聚国内顶级生

产资源，有力助推了比亚迪在政策扶持中茁壮成长。得益于此，比亚迪能够遴选

优质合作伙伴，网罗行业精英，为公司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生产基地的选址方面，综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选址策略倾向于选择基础

设施完备、交通便捷且经济发展良好的非超一线城市，旨在有效降低人力与物流

等生产成本。此外，选择高校部署较多的地方，不仅方便企业吸纳人才，与高校

进行科研合作，更容易为公司提供市场拓展和业务创新的支撑。同时，经济发达

的生产基地消费者群体素质普遍较高，对新兴事物接纳度强且购买力充足，比亚

迪所青睐的生产基地往往具备成熟的销售网络体系，这一优势有利于公司快速构

建并强化自身的销售网络，借以向更广阔的地域渗透，进而实现全国市场的拓展。

（4）技术实力

比亚迪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技术开发作为核心发展理念，近年来，企业在技术

创新方面积极投入资源，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前列，同时还在不同地区设立了

多个研究院。随着电池储能站的顺利落地，不仅高效解决了能源存储与供需矛盾

等长期困扰的难题，更在技术上实现了对传统储能方式的革新，相较于抽水储能、

飞轮储能等既有技术，新型储能技术展现出更高的先进性，与当前能源发展趋势

高度契合，并且储能效率高达九成以上，远远超过国内现有技术的平均水平，展

现出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从前文表 4.3 中可以看出，尽管

研发收入持续增长，但 2022 年研发投入占比出现下滑的现象，显示出研发支出

增速有所放缓。因此，比亚迪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以保持技术创新的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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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在进行技术革新时，需做到成本和利益的平衡，不可盲目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去进行技术革新。

（5）学习与溢出

在步入成熟阶段之前，学习与外溢效应是驱动企业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鉴

于技术初创期的易变性和产品定位的不确定性，企业若能有效汲取内部、资本市

场及公众的反馈信息，将更有助于企业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与公众偏好，从而迅速

调整发展方向。比亚迪的迅猛崛起，关键在于其卓越的学习力，从最初的借鉴对

手，到如今的创新引领，比亚迪通过模仿与改良，成功实现了对竞争对手的超越，

成为首个能挑战拥有百年历史的国外汽车品牌的中国品牌，展现了其强大的成长

潜力和市场竞争力。

4.3.2 执行性成本动因分析

（1）联系

近年来，比亚迪致力于扩大市场份额，快速引进供应商与经销商意图迅速掌

握新能源市场的主导权，却忽视了与两者的长期有效沟通。管理理念的缺失是关

键问题，比亚迪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合作商的配合，正如“木桶效应”所示，企业

的成功依赖于各个环节的协同，经销商与供应商与比亚迪紧密相连，形成命运共

同体，但比亚迪在管理上未能树立正确的理念。当前，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售后

服务主要由经销商负责，而总公司的管理缺失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体

验各异。此外，管理制度的缺陷也制约了比亚迪的发展，缺乏信息交流平台阻碍

了经销商与供应商之间的有效沟通，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比亚迪需直面问

题，加强沟通协调，完善管理制度，实现多方共赢，进而扩大市场规模。

（2）员工参与

相较于传统模式，战略成本管理更注重人的核心作用，强调员工的主观能动

性在战略成本管理系统中的深度融合，确保个人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相契合，从

而激发全员为共同目标奋斗，最大化实现员工价值。当每位员工都具备强烈的成

本管理意识，并愿意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中，企业的成本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推广战略成本管理理念方面，比亚迪公司制定了以人为本的员工管理方针，通

过开展品质月、技能大赛、工匠评选等一系列活动向员工传达相关理念。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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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基层员工的薪酬和激励制度方面仍有待完善，这影响了员工自发地发挥成

本控制的主观能动性，需进一步努力将成本管理理念深入人心。

（3）全面质量管理

为打造卓越且可靠的产品，比亚迪早在 2007 年就建立了以“产品实物质量”

IQS为核心的品质评价体系，致力于提升产品质量。通过实施 741 方略，公司成

功降低了索赔故障的发生率，并在 2012 年使索赔质量达到了自主品牌的一流水

准。此后，比亚迪持续深化品质管理，从生产各环节着手，将品质目标层层分解，

力求将不合格率降至最低，从而实现整车的高性能和高品质。同时，公司运用

QG流程，确保设计出安全可靠的产品，并优化整车装配工艺，全面提升整车质

量，推行 E流程，加强了内外供应商的质量管理。自 2008 年起，基于其汽车全

产业链的多工厂模式，比亚迪不断优化管理体系，最终构建了以“比、学、帮、

赶、超”为动力的质量管理体系星级评价模型，该模型从体系、制程、产品三个

维度评价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激发了内部竞争与创优的氛围，确保了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产品品质获得了市场和客户的广泛认可。

4.4 比亚迪战略成本管理分析小结

通过对比亚迪战略成本管理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其采用的成本管理模式在

实施中确实展现出了若干优势。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分析过程也同步揭示

了管理实践中存在的若干不足之处，这为我们进一步优化成本管理策略提供了重

要参考。

从价值链分析视角出发，比亚迪运用“垂直整合”战略，有效掌控并优化了

企业内部及行业价值链的成本结构，有效将成本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点，然而，

这种策略亦可能使企业过度依赖内部资源，从而忽视了与外部伙伴的协同与创新。

比亚迪的采购系统相对独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的空间，

因为独立的采购系统可能意味着在获取新技术、新材料及零部件方面存在局限，

进而影响产品整体质量和技术更新。同时，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理

想汽车为代表的国内新能源车企正逐步扩大市场份额，这对比亚迪提出了更高要

求，需更紧密关注市场动态与竞争对手策略变化。

从战略定位视角出发，通过对比亚迪所处的宏观环境及产业格局深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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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 SWOT 分析框架，认识到比亚迪在践行成本领先战略的过程中，既紧握行

业发展机遇，亦应对着潜在挑战。此外，比亚迪巧妙地借力于政府新能源补贴政

策，积极拓展多元业务版图，展现出在企业规模、技术创新、市场潜力及政策扶

持等方面的全方位竞争优势。然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比亚迪对补贴政

策的依赖度有所提升，成为其未来战略调整需关注的关键点。因此，比亚迪应更

加重视新能源汽车的成本控制，以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经过深入剖析价值链与战略定位，对结构性成本动因进行分析，诸如规模经

济、整合水平、地理布局及技术实力等要素，并综合考察价值活动关联、员工参

与及全面质量管理等执行性成本动因。比亚迪在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及质量管理

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日臻成熟，尤其是动力电池技

术的日益开放，比亚迪原有的垂直整合优势或将逐渐削弱。因此，比亚迪应积极

发挥其成本优势，并着力培养技术人才，将技术与人才资源整合，以实现各环节

协同并进。唯有持续改进并优化成本结构，才能构建起一套持久有效的成本管控

体系，为比亚迪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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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亚迪战略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建议

5.1 战略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5.1.1 垂直整合过度

比亚迪长期以来保持着高度的垂直整合策略，尽管近年来有所调整，但力度

尚显不足,至 2022 年垂直整合程度仍居高不下，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

随着企业业务过度扩张，垂直整合的加深导致内部协调变得愈发困难，这一趋势

加剧了生产环节中零部件的积压问题，而且凸显了企业在管理上的挑战。其次，

存货积压导致流动资金减少，进而造成其他生产环节资金短缺，存货积压的现象

不仅导致了企业流动资金的减少，而且进一步引发了其他生产环节资金短缺的问

题。这种连锁反应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运营，此外，垂直整合策略需要大量固

定资产投入，过度整合使得固定资产投入过多。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问题可能尚

不明显，但一旦遇到企业发展低谷，固定资产变现困难，高昂的维修费用和折旧

损耗对企业的营运能力构成了不小的挑战，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财务负担，还可能

进一步削弱其市场竞争力。最后，过度整合导致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受阻，

供应商作为零部件供应的关键角色，对市场动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缺乏与供应

商的合作可能使企业错失市场机遇，难以做出及时而正确的决策，不利于企业的

长期稳定发展。依据所展示的表 5.1，2022 年比亚迪存货增长率呈现出过去若干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 82.46%，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

企业曾针对垂直整合程度调整，从而导致存货量短期内出现下降趋势，但整体来

看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比亚迪需要重新审视其垂直整合策略，以优化资

源配置和提升运营效率。

表 5.1 比亚迪 2018-2022 年存货情况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存货（亿元） 263.3 255.72 313.96 433.55 791.07

存货增长率 32.49% -2.88% 22.77% 38.09% 82.46%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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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成本管控能力较弱

表 5.2 分析采用成本费用占经营收入百分比作为核心指标，其计算方法如下：

该百分比等同于经营成本、税费及其附加、营销费用、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之和，

除以经营收入所得结果。通过此指标，可有效衡量成本费用与经营收入的相对关

系。

表 5.2 比亚迪 2018-2022 年利润表相关数据 单位：亿元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营业成本 1087.25 1069.24 1262.51 1879.98 3518.16

税金及附加 21.46 15.61 21.54 30.35 72.67

销售费用 47.29 43.46 50.56 60.82 150.61

管理费用 37.60 41.41 43.21 57.10 100.07

财务费用 29.97 30.14 37.63 17.87 -16.18

营业收入 1300.55 1277.39 1565.98 2161.42 4240.61

营业成本/成本费用 88.86% 89.11% 89.01% 91.88% 91.97%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营业成本在总成本费用中的占比超过 85%，凸

显出营业成本在总成本费用中的关键地位。如图 5.2 所示，从 2018 年至 2022

年，比亚迪的成本费用占比整体呈现波动下行态势，尽管 2021 年受到疫情原因

有所反弹，但随后继续下滑，至 2022 年触及 90.21%的低点。然而，必须指出，

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仍然较高，尤以 2021 年最为显著，占比高达 94.67%。

这种高额的成本费用支出极大地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经

营风险，因此，当前比亚迪面临较大的成本控制压力，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

对，以确保企业的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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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5.1 2018-2022 年比亚迪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5.1.3 价值链环节的成本优化缺乏系统性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产业集中趋势显著、补贴政策逐步退出

的背景下，比亚迪的利润空间正遭受日益严峻的挑战。如图 5.2 所示，自 2016

年起，比亚迪成本费用利润率和营业利润率均呈现波动下滑的态势，这凸显出企

业在获取利润时所需承担的成本费用相对较高，成本控制能力有待提高，且企业

经营效果呈现下滑的趋势。随着产业链核心技术的持续精进，特别是电控技术、

动力电池等关键部件在品质、价格及服务等方面的显著提升，比亚迪原有的成本

优势正逐步削弱。因此，比亚迪需加强成本控制，提升盈利能力，以应对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5.2 2016-2022 年比亚迪成本费用利润率及营业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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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开放发展已成为新趋势，比亚迪面临产业链上下游成本优

化的挑战。尽管已构建自主采购体系，但内部各部门间的协同运作尚欠系统化，

尤其在全球动力电池生产标准化和技术快速迭代的大背景下，比亚迪虽握有核心

科技，却在遭遇跨国巨头及专业电池制造商日益凸显的竞争压力。此外，比亚迪

在过度关注制造成本压缩的同时，对价值链整体管理的忽视，导致成本优化策略

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因此，比亚迪需重新审视其战略成本管理策略，加强价值

链各环节的协同，以应对行业发展的新挑战。

5.1.4 研发效率降低

尽管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但与全球知名汽

车厂商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从表 5.3 可观察到，比亚迪的研发投入从 2018

年的 85.36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202.23 亿元，虽然期间在 2019 年出现小幅回

落，但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然而，从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看，这一比

例在 4.9%至 7%之间波动，从 2018 年的 5.92%逐渐下降至 2022 年的 4.77%，整体

呈下降趋势。同时，尽管研发人员数量逐年增多，反映出比亚迪对高技术的追求，

但研发投入的资本化金额却在波动中下降，研发人员占比也呈下降趋势。此外，

如图 5.3 所示，2021 年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增幅均超过研发费用，

2022 年销售费用增幅远超研发费用，这进一步表明比亚迪在研发成本管控方面

尚需加强。同时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会导致边际收益递减，研发支出所能转换

的生产力水平也将不断下降，因此，在未获得关键技术的突破之前，企业的持续

高速增长无法得到确保。同时，企业若过于依赖某一单一技术，其发展将存在较

大的变数，持续竞争力难以保障。鉴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一个新兴领域，其中的

许多技术仍待完善，生产成本也存在较高的局面，因此，必须不断投入研究，优

化研发结构降低成本、提高生产产品的质量水平，加强成本管控能力，以确保在

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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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比亚迪 2018-2022 年研发状况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研发投入（亿元） 85.36 84.21 85.56 106.27 202.23

营业收入（亿元） 1,059.15 1,277.39 1,565.98 2,161.42 4,240.61

研发支出总额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
5.92 6.59 5.46 4.92 4.77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亿元） 35.47 27.92 10.91 26.36 15.69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

研发投入的比例（%）
41.55 33.15 12.75 24.8 7.76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4.12 15.62 13.69 14.01 12.23

数据来源：比亚迪年报整理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整理

图 5.3 2021 年-2022 年比亚迪相关费用成本增幅情况

5.2 战略成本管理优化措施

5.2.1 优化产业链结构，增强品牌粘性

若企业过度地采用垂直整合策略，可能会使其自身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

对于比亚迪而言，为了更好地提升自身的产业链结构，应当优化其现有的垂直整

合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动力电池等领域的供销体系，推行更为开放的经营策略，

并逐步改变原有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此外，比亚迪还应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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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市场需求，及时抓住各种转型的契机。因此，比亚迪有必要厘清企业的核心

业务，并将非核心业务交由专注于提供优质零部件的企业进行外包，通过积极发

展自身的核心业务，充分运用“微笑曲线”相关规律理论，即不断发展研发、零

部件生产以及销售和售后附加值高的四大环节，从而弥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领域

存在的短板，以期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大优势

通过创建高端子品牌，比亚迪有望提升品牌忠诚度，并改变外界对其中低端

品牌的认知，构建品牌特色能够激发消费者对新车型的好奇心，进而吸引更多的

潜在消费者。比亚迪还需要借鉴互联网理念，运用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电商

平台，打造有关新能源汽车销售的节目，以加强消费者对其特性的认知，同时，

比亚迪还可以在网上推广新能源汽车的信息，如车型、价格和相关功能配置等，

宣传品牌的优势，并打造双重销售的线上线下的 O2O产品营销体系。

5.2.2 集中高效采购，不断优化 ERP 管理系统

比亚迪可通过采用拉链式采购方式，结合标准成本核算方式进行原材料整合，

以实现规模化采购，旨在最大化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替代订单拉

动型的同时，以存货驱动为主导，实行集中采购，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采购系统，

有效降低库存，高效控制库存，从而为企业生产经营留下更加宽裕的空间。

通过应用 ERP管理体系，一方面，有效地实现了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

之间的协同合作，提高了合作信息的精准传递；另一方面，ERP的物流信息共享

功能也使得采购、生产、销售、物流、运营和财务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得以高效结

合，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能。此外，ERP 管理体系的应用还

能够完善和巩固各种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企业内部各项经营活动的协调配合，

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最佳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供应商和顾客的需求。为

有效控制企业成本，比亚迪需重视成本管理理念，并应用统一的采购成本会计制

度，严谨制定产品成本构成，并运用 BOM清单等手段，合理规划各项成本，以

符合企业当前发展状况，为今后的成本管理提供有益的保障。

5.2.3 建立低成本新能源汽车行业联盟，增强价值活动联系

当前，新能源汽车领域正处于白热化竞争中，从价值链角度出发，构建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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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业联盟对行业的持久发展至关重要。比亚迪的核心成本集中于新能源汽车的

研发与生产环节，而随着关键技术的持续突破，借力低成本联盟模式，能够深化

业内合作与技术交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成本管控，以实现产业链条的优

化和完善。这种良性循环不仅有助于提升零部件性能，还能增强企业竞争力，并

最终汇聚成联盟整体实力的跃升。比亚迪在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应当更

加关注各个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将各个独立的价值活动逐一串联成为互相关联

的价值链，而这些价值链又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能够以点、线、面甚至三

维立体多方面进行战略成本管理。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的愈发激烈，比亚迪

亟需以开放的视角审视其各类竞争对手以及上下游企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下

游企业很有可能通过逐步实行由内向外整合的战略，转变为不可忽视的市场竞争

对手。在此背景下，比亚迪可以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强强联合，以应对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切勿实行“闭关锁国”的策略，通过制定战略联盟或企业合并等方式，

着重聚焦于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寻求具体的企业价值实现的成功关键性因素，

在这个基础上，比亚迪应当致力于寻求更多优于竞争对手的、独特的难以被替代

的利润增长点，稳固市场地位。

5.2.4 加快推动研发技术发展

随着特斯拉在中国本土化的步伐加速，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影响力也

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此局势下，比亚迪要不断加大对新能源核心技术的研

发力度及产业布局，不仅要拓展产能规模，更加强动力电池产品的自主研发。尽

管与特斯拉、丰田等行业巨头相比，在动力电池领域，比亚迪仍有进一步的提升

空间，但目前比亚迪正积极扩充动力电池产能的布局，同时，强化磷酸铁锂电池

的研发力度，主动调整运营战略，加速与主流汽车制造商的业务合作，拓宽动力

电池供应范围，助推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崛起，以实现动力电池市场的全方

位布局。

得益于政策激励和技术革新，新能源汽车价格将持续下滑，续航性能与性价

比正成为各品牌竞相角逐的关键优势。比亚迪聚焦新产品开发，着力于驱动电机、

动力电池等核心技术的成本管控，旨在提升研发效能，压低生产成本，以推动新

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的升级换代，顺应市场需求并巩固品牌地位。同时，为响应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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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低碳发展趋势，比亚迪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并主动寻

求与交通、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服务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为此，企业必须从

供需双管齐下，既要在技术研发上持续深耕，又要深度挖掘自身优势与市场潜力，

通过集成创新与关键技术突破铸就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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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6.1 研究结论

自转型以来，比亚迪通过采用多种策略，在新能源领域获得了领先位置，同

时其企业形象得到提升，销量也随之增长，然而，在快速扩张的同时，比亚迪的

新能源汽车业务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为深入探究比亚迪战略成本管理存在的问

题，应用三大分析工具对其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加强比亚迪战略成本管理

提出了相应对策，并得出以下结论：

一、优化产业链结构，拓展多元化经营模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企

业应根据自身优劣势及核心业务领域，对垂直整合经营模式进行改变，实现产业

链中各环节间的分工协作。针对非核心业务，企业可选择外包给专业企业，以提

高零部件的品质和竞争力，同时，企业自身应积极发展核心业务，并且通过高端

子品牌的创建和创新技术的应用，提升品牌黏性，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二、执行集中高效采购策略，并不断完善企业 ERP 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的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水准。尤其在优化采购系统，要在强化成本控制体系建设方面

付出更大努力，以推动成本管理智能化、精细化运用。同时，全面倡导质量成本

控制理念，并增强质量监管能力，有效融汇信息技术于管理决策中，显著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

三、建立低成本的新能源产业联盟，以增进产业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为产

业链的完整构建提供优质的机制保障和管理体系，通过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投入，

实现动力电池技术开放和优势资源倾斜，以此管理成本并提升经营效率和各业务

的综合竞争力，以促进产业内部的合作和技术交流，从而推动该行业实现可持续

发展。

四、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核心零部件技术进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精准识

别价值链中的增值活动，削减非增值环节，应强化集成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

并集结高科技人才专注于动力电池研发，以提升续航能力与性价比。同时，从供

需两端协同发力，深挖自身优势与市场潜力，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培育核心

竞争优势，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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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不足及展望

鉴于时间与个人能力之限，本文尚存若干不足。首要之点，内部资料难以全

面获取，对企业成本管理的资料掌握有限，只得借助外部渠道如官网、媒体等进

行资料搜集，致使部分分析仅停留于表面，难以深入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其次，

本人数据处理能力尚显不足，多依赖于网络上的统计数据作为分析依据。再者，

战略新兴产业日新月异，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条件、自身优势及发展战略皆可能发

生即时变化，故本文所得结论可能与实际状况存在些许出入。

新能源汽车作为新时代下的代表性交通工具，正推动着汽车产业迎来一场深

刻变革。掌握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优势，对于我国汽车产业超越传统巨头、打响自

主品牌的名头，乃至引领全球新能源技术趋势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这一征程充

满挑战，企业需精准把握时机，全面优化管理与决策。成本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体

系的核心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仅基于笔者初步理解，对比亚迪进行了

初步探讨，未来，笔者将持续深化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以期作出更为精准的

分析，为行业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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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行文至此，落笔为终，学生生涯也即将画上句号，回首三年仿佛弹指一挥间，

憧憬、欢乐、遗憾皆为人生经历，虽有恍惚，但终圆满。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董成老师，老师在从论文选题到开题报告和多次修订过程

中给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也给予我非常多的指导。在此，也要感谢论文答

辩老师提出的意见，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其次感谢我的父母以及家人，是你们的关爱和陪伴让我有敢于前行的勇气，

感谢你们用汗水助力我的成长，也会无条件支持我的决定，成为我坚实的后盾，

愿我的家人们平安健康。

再次感谢我可爱的 228 舍友们、我的美女朋友陈欣欣以及相遇的朋友们，有

缘相识，拥有可以一起欢笑的朋友是我的幸运，祝愿大家平安喜乐，前程似锦。

最后感谢一路走来的自己，这三年的经历有收获、有成长、有笑语、有遗憾，

所有的经历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接纳普通平凡且不完美的的自己，借用一位素

未谋面朋友的一些话送给勇敢的自己：要努力做独一无二的自己，也相信好事总

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希望以后背挺直一点，往前站一点。祝愿我们都能兴致盎

然的与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祝愿所有的相遇：生活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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