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市场中流转商品的价格应由该商品的实际需

求量与实际供给情况综合衡量而决定，这是市场机

制的核心理论，也是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利益

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

转为市场经济，企业经营模式更加灵活，同时面临

的挑战更艰巨[1]。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就要在市

场经济的法则下重整旗鼓，迎帆起航。煤炭企业是

传统能源行业，原有的粗放式经营发展理念已经不

适用于如今的市场经济。在新时代，新背景下，煤

炭企业为了更好的迎接外部竞争与挑战，谋求效益

与发展，内部市场化是撬动企业潜能的有力杠杆。

本文以扁平化管理结构的煤炭企业为研究对象，利

用流程再造理论，对企业内部市场化及其价格结算

模型的建立进行了分析研究。

1 煤炭企业内部市场化的必要性

1.1 煤炭企业适应外部竞争的重要基石

实行内部市场化，合理有效的利用有限资源，

利益最大化，这是煤炭企业适应我国现代绿色、集

约、高效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2]。

1.2 煤炭企业优化管理结构、锤炼管理队伍的有力

武器

通过建立内部市场化体系，企业内部各管理机

构去繁化简，围绕市场经济运转，相互监督，相互激

励，有利于锤炼管理队伍，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1.3 煤炭企业降本增效，开源节流的有力法宝

运用市场经济中价格与需求的内在关系，引导

企业内部人力、物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得到优化配置，从而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资源

利用效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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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激发企业内部潜能和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有力杠

杆

内部市场化中的定额结算体系与奖惩激励措

施，会激励员工通过有效的劳动量获得更多收入，

客户得到更优质的产品或服务，激发了内部潜能。

2 煤炭企业内部市场化实施的分析研究

煤炭企业内部市场化的实施可以分为：组织系

统的建立、定额价格系统的建立、内部市场化围绕

企业生产的运行、结算与仲裁。

2.1 组织系统的建立

实行内部市场化是企业内部生产管理结构的

全面调整，是企业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改革，需要

建立以决策层为首的组织系统[3]。因此要成立以企

业“一把手”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组长带头推动实

施内部市场化各项方针政策，同时各分管领导要从

业务的角度密切配合执行内部市场化各项具体办

法，各职能部门落实内部市场化操作流程与工作。

2.2 定额价格系统的建立

定额价格系统是企业实行内部市场化的重要

桥梁。定额，是内部市场化的基础。在明确企业生

产标准工序的基础上，建立完善人、材、机等生产要

素的定额标准，同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断的修

订、完善定额系统。

价格，是内部市场化的核心。引入价格机制是

为了能够激励企业内部活力，激发潜能，在不增加

劳动投入的基础上获得更多企业价值，实现内部资

源的优化配置。企业依据历史数据和生产经营指

标，建立以工资单价、材料单价、耗材单价为主要内

容的价格体系，形成企业内部价格目录[4]。价格目

录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的反馈进行动态调整与

完善。

2.3 强化技术经济安全一体化的过程控制

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使企业在有限资源的情

况下创造出更高的价值。通过技术、经济、安全三

个角度的对比分析，选择最优的生产经营方案，强

化过程控制，采取一定的奖惩措施，不仅可以提高

职工工作效率，也可以撬动企业更多经济效益。

2.4 结算与仲裁

结算与仲裁是内部市场化具体实施的最后一

个环节。对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进行结算，重点核

算与评价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并进行“售后评

价”，不断提升内部市场中“供给侧”的整体服务品

质，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5]。在企业内部市场化运

作的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决策

层和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仲裁小组进行仲裁，这个

过程也是对企业内部市场化的总结与完善。

3 流程再造理论及其适应性分析

3.1 流程再造理论的定义

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按照一定顺序所做的一

系列作业活动统称为流程。

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全称

为业务流程再造，简称BPR。是1993年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教授Michael Hammer和CSC管理顾问公司

董事长 James Champy在他们合著的《公司重组—企

业革命宣言》一书中提出的。书中定义：为了飞跃

性地改善成本、质量、服务、效率等现代企业的主要

运营基础，对工作流程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并彻

底改革[6]。

企业的目的是经营与发展，为了这一目的，集

合有限的人力、物力、资金，按照一定的生产经营顺

序获利而谋求发展。流程再造是为企业提供了一

个新的方式，即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

思考、再优化或者是再设计，把企业内部的非增值

活动压缩到最少，激发新的活力和不曾挖掘过的潜

能[7]，使企业在成本、质量、服务和效率等方面获得

显著的成效。

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导致市场经济的竞争越

发激烈，许多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运行效率，

创造更大价值，不断尝试各种改革创新，对企业生

产经营的流程进行优化再造，以求在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8]。

3.2 流程再造理论的基本原则

（1）以结果为导向。企业流程再造的目的是为

了实现企业品质的一次显著提升，是围绕这个优质

结果而组织进行的，而不是就企业流程中某一个单

项任务而设计的流程改造。

（2）以价值为导向。企业的目标是经营获利而

发展，流程再造的目标是提升企业的经济运行效

率，在原有可利用资源不变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

价值。

（3）以团队协作为导向。流程再造不是某一个

个人或者部门的行为，而是整个企业的升级，以流

程串联各个部门，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实现人、

财、物利用的最大化。

（4）领导层的高度支持。流程再造，是对企业

原有生产、经营方式的一次革新，破旧立新阻力

大。没有领导层的高度支持，流程再造很难进行，

或者是很难做到真正的“流程再造”。

李雨芊，等：煤炭企业内部市场化及价格结算模型分析研究 ·· 23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3卷

3.3 流程再造理论应用于企业内部市场化的适应性

分析

（1）流程再造理论是企业内部市场化管理的重

要理论基础。流程再造理论是当今较为先进的企

业管理理论。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动

力，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体系的再造与重组都是围

绕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生产效率再提高、产品或服

务品质的再优化、企业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客户满

意度的再提升而进行的。

（2）企业内部市场化的顺利实施需要畅通高效

的生产经营流程。企业内部市场化是一个系统工

程，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改革创新，需要决策层、职能

部门、参与内部市场化运作的“供给侧”部门的参与

配合，这些部门与参与者之间需要一个畅通高效的

流程，彼此联系，相互协作。尤其对于扁平化管理

结构的内部市场化运行更为显著。因为扁平化管

理结构企业特征是管理纵深较浅、管理幅度较宽，

各“供给侧”部门需要决策层或者职能部门在提供

最优的生产技术方案与高效的管理措施，从而产出

优质的产品或服务。

4 运用流程再造理论分析研究内部市场化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色连某号矿

井，是我国西北部一座大型国有现代化矿井。矿井

生产能力为 8 Mt/a，配套建设一座洗选工艺先进的

同等规模选煤厂。该煤炭企业管理结构呈现出扁

平化特征，现有在岗职工800余人。

4.1 生产运营班组市场化运作分析研究

企业实行内部市场化，对采煤队原煤产量实行

内部市场价收购机制，根据开采不同的工作面，实

行不同的收购价格。采煤队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材料费、电费、运输费、文具杂品、印刷品、办公耗

材费等生产要素费用计入生产成本，盈利部分为员

工工资。若生产要素成本超支，员工工资相应减

少；反之，相应增加工资，也可以结余至下月，实行

“以丰补欠”。若由于外部原因，不能正常生产，则

由企业召开专题会议调整工作范围，执行相应定额

价格。

采煤二队是该煤炭企业一支主力采煤队伍，负

责矿井工作面采煤全过程，并对所管辖范围内的机

电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同时，负责工作面巷道管路

的拆除、运输、输煤皮带的维护更换、排水及安全质

量标准化等工作。利用流程再造理论，分析研究该

生产队伍内部市场化运作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详

细表述为：

4.1.1 生产任务的组织协调与计划分解

综采二队按照生产技术部与企管部下达的生

产计划任务、施工技术措施与经济指标，积极组织

全队精干力量，核算人、材、机等生产要素成本，精

打细算，分解计划，组织生产。

4.1.2 把控生产成本

严格执行企业内部制定的生产要素价格结算

体系与定额价格体系制度，实行班清班结、日清日

结。对每日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人力、物料、机械

设备成本进行计量，运用定额价格体系核算成本。

职工可以利用企业内部市场化信息平台查询系统

了解当日工分情况。同时，职工可以在工作之余，

进入企业内部其他“要素市场”，参与设备的清洗、

检修与维护保养，由原来的等着“分工资”积极转变

为“挣工资”，通过付出个人劳务、技能或者管理能

力获取其他收入。

4.1.3 灵活运用奖惩激励制度

职能管理部门全过程跟踪，不定期检查施工过

程中安全措施贯彻落实情况，技术措施执行情况，

经济指标实现情况，及时开出“罚款单”与“奖励

单”，并计入成本核算中，与全队职工工资挂钩，充

分传达经济效益压力。

4.1.4 生产任务核算与成本预测

依据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成本与效益最

终结算。分析研究整个生产过程中人、材、机等生

产要素的经济指标，找出薄弱点，总结降耗提效的

方法措施，为下个生产任务的成本预测提供有力

图1 煤炭企业扁平化管理结构

图2 内部市场化运作工作流程分解图

生产要素定
额价格体系➡

➡

➡ ➡

➡➡ ➡

➡

➡ ➡ ➡

技术、安全
措施

经济指标

生产任务组织协调
与计划分解

生产成本把控
过程控制与

奖惩激励措施
生产任务核算
与成本预测

职能管理部
门过程控制

生产要素市
场价格结算

体系

奖惩激励
措施

降耗提效

成本预测

·· 24



第3期

支撑。

4.2 企业内部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结算模型的建立

企业内部市场化能够稳步推进，并实现对生产

成本的把控，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生产要素市

场价格结算体系与市场定额价格体系的建立。市

场定额价格体系为人、材、机等生产要素的经济指

标，通过外部市场定额的咨询调研并参考企业自身

可支配资源的情况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实际发展

情况的定额价格体系。本文则着重分析研究的是

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结算体系。

以扁平化管理结构的煤炭企业为例，企业内部

生产要素市场可以分为四级：以企业为单元的一级

生产要素市场，面向社会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以企

业内部子机构为单元的二级生产要素市场，面向一

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以生产运

营班组为单元的三级生产要素市场，面向二级生产

要素市场主体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以个人为单元的

四级生产要素市场，面向三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提

供劳务、技能或者管理能力。

4.2.1 一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结算模型分析

影响一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结算的因素有：企

业可支配资源、企业年度生产计划、外部市场环境

影响因素、行业或者国家宏观调控、往年生产计划

与成本预测修正系数。因为一级生产要素市场受

行业外部市场环境和国家宏观调控等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不作为此次企业内部市场化分析研究的

重点。

4.2.2 二/三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结算模型的建立

企业依据其内部生产管理机制，有的二级生产

要素市场主体机构下分为若干个班组而构成了三

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有的二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

机构则为企业独立的班组，但在企业内部市场化交

易环节中皆为向一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提供产品

或服务的次级机构，所以依据其构成性质，可以将

二级生产要素市场与三级生产要素市场模型的建

立合二为一。

二/三级生产要素市场受生产计划任务下限A、

生产单价B、生产计划任务超/欠额的奖励/惩罚C、

安全质量奖励或处罚D、生产要素消耗成本（包括材

料、机械设备、能源、人工、管理等）E以及技术经济

修正系数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价格结算建模

如下：

Q=A*B*δ+C*δ+D-E （1）

式中，Q为二/三级生产要素市场结算价格；

A、B值由一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依据全年生产

计划任务和可支配生产资源共同决定，由企业决策

层和职能管理部门综合评估制定；

δ为修正系数由企业职能管理部门依据实际生

产条件、企业年度生产计划和企业年度成本预测等

因素综合评价得出。考虑到企业生产计划任务分

解的合理性与企业资源的充分调动与利用，该值取

值区间为（0，2），如遇特殊实际生产情况，可以重新

评估定量该值；

C、D、E值为企业生产要素市场已定值，存在于

定额价格体系中，统一标准，统一考计量，统一考

核。考虑到该值受外部市场影响，可由企业职能管

理部门不定期通过调研、咨询、内部测算等进行修

正。其中D值为安全质量奖励或处罚金额（奖励则

为正值，处罚则为负值）。

4.2.3 四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结算模型的建立

四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为个人，依据岗位情

况、出勤情况、绩效考核、纪律考核等因素的综合影

响[8]，以工分制作为结算标准，得出个人在内部市场

化交易中的劳动所得，具体结算建模如下：

Si=ai+bi+ci+di

S 月=（∑Si）*θ

q 月=（Q/S）*S 月+X+Y

Si为个人当月中某一日工分统计值；

S 月为个人当月工分统计值；

S为该子机构全体员工当月工分总值；

q 月为个人当月劳动所得，其中管理、辅助岗位

员工：q 月=（Q/S）*S平均*β+X+Y，β值为岗位系数，由

二/三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制定或者由企业决策层

联合职能管理部门综合评价确定；

ai为个人岗位分数，由二/三级生产要素市场主

体制定，同工同分；

bi为表示个人绩效考核分数，依据个人工作任

务完成情况、业务水平、安全生产效果等因素综合

评价，由二/三级生产要素市场主体制定其取值范

围，并侧重考虑该值的权重；

ci为个人纪律考核分数，依据个人工作态度，生

产服务意识等因素综合评价，由二/三级生产要素市

场主体制定其取值范围；

di为其他劳务分数，在个人完成本职工作的基

础上，从事单位内部其他工作的而获取的分数，该

值等同于非本职工作的其他ai值；

n为每月最低出勤考核数；

θ为个人出勤考核系数，由二/三级生产要素市

场主体制定其取值范围，由每月最低出勤考核数 n

为界限，区分出缺勤与满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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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为个人每月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市场通过个

人劳务、技能的付出而获取的收入，该值为企业生

产要素市场已定值，存在于定额价格体系中；

Y为个人每月因个体行为而获得的企业内部奖

励或者处罚总额（奖励为正值，处罚为负值）。

通过上述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结算模型的建立，

并结合生产要素定额价格体系可以确定各个生产

运营部门及个人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收

益，是企业内部市场化切实可行的重要工具。

4.3 企业内部市场化运作效果分析

采煤二队是该煤炭企业一支主力采煤队伍，在

推行企业内部市场化之前核定人员 120人，目前核

定人员 100 人。劳动定额降低了 17%，岗位职工实

行“一专多能”制，激发职工能动性，积极参与内部

市场化运行，队内多名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共修复成

功了81 盏LED巷道灯，并全部被井下重新使用，共

为企业节约维修费 5.25 万元，平均每人创收 971

元。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严控材料消耗。对于生

产过程中需用的铁锹、卸液扳手、手钳、手拉葫芦等

作业工具，分别发放到各班组，规定如出现班组内

成员弄丢工具，由个人出钱补齐，同时，使用过程中

磨损坏的工具以旧换新，各班组公用的工具按照指

定地点摆放，哪班弄丢哪班赔付。定时定量发放口

罩、滤棉、劳保等物品，结合岗位工种和实际出勤情

况，人为损坏的由本人自行购买。加强各类油脂消

耗管理，减少支架“跑、冒、滴、漏”现象，在保证设备

正常运转下，减少使用量，杜绝浪费现象发生。

加大废旧材料回收力度，提高利用率。对井下

回采过程中回收的作业耗材，比如：单体、柱鞋、锚

网、管路等回收到指定地点，交给相关部门，并做好

记录，通过奖惩措施，给予回收较多物品的人员相

应的加分奖励。

注重设备维护保养，严抓设备操作管理。落实

设备包机制度，及时发现消除设备隐患，防止设备

大修，减少维修费用的投入。对因误操作造成的设

备损坏，压坏电缆等现象，召开分析会，找出责任人

并落实处罚；严格执行避峰用电措施，减少设备空

载运转时间，最大限度的节约电费。

通过上述内部市场化中“人、材、机”的资源优

化配置，该矿原煤成本也由原来的 97 元/t，控制在

90 元/t以内。

5 结语

本文论述了煤炭企业内部市场化的必要性，运

用流程再造理论，以一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为研究实

例，分析研究了扁平化管理结构下企业内部市场化

的具体运作流程。建立了企业内部生产要素市场

价格结算模型，对二、三、四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结

算模型的建立进行了详细表述。同时，对该国有大

型煤炭企业实行内部市场化的运作效果进行了分

析研究，取得了很好的降本增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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