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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融合了企业管理的先进思想与信息产业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为大型企业也为中

小企业创造了在信息时代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探讨了 $%& 的基本概念及 $%& 在我国中小制

造企业实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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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一）$%& 的核心思想

$%& 是由美国 3456785 359:; 公司在 ’( 世纪

)( 年 代 初 期 提 出 的。所 谓 $%&（$7685;5<=8 %8>
=9:5?8 &@477<7A，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是指建立在信

息技术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

层及员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管理平台。［/］（;-’)）’(
世纪 )( 年代，$%&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接过了它

的前身 B%&"" 手中的接力棒并扩展了 B%&"" 的功

能，其核心思想是供应链管理，它突破了传统企业

边界，从供应链范围去优化企业的资源，融合了企

业管理的先进思想与信息产业的最新成果，创造

了“管理 ! "#”的奇迹。$%& 不仅仅是一项技术，

它还是一种管理思想。因为信息技术只能是一种

手段，其本身不会创造任何东西，更不能变革企业

管理。

（二）$%& 的特点分析

$%& 的特点有：一是使组织的主要业务流程

集成化和自动化；二是在整个企业组织内共享数

据和业务活动结果；三是在实时环境下产生和获

取数据。

从管理思想而言，$%& 系统包含了 C"#（准时

生产）、DEB（供应链管理）、库存管理等理论。从

管理的范围而言，$%& 包含了会计、财务、生产、产

品质量、销售、库存和人力资源等模块。一方面，

它既可对企业内部供应链上的所有环节如订单、

采购、库存、计划、生产制造、质量控制、运输、分

销、维护、财务、成本控制、决策支持、人力资源等

有效地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它又可以通过 DEB
模块加强企业与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合作。这

种全方位的管理模式，从范围和深度上为企业现

代化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从适用性上看，

$%& 的使用范围由原先的制造业扩展到高科技、

航空与国防、钢铁冶金、零售业、金融服务、消费

品、医疗卫生、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教育产业等新

领域［’］。

二、$%& 在我国实施现状分析

$%& 在我国的应用已有多年的历史，先期应

用主要立足于传统机械制造企业内的引进。当时

主要是 B%& 的试验应用，由于 $%& 管理软件和计

算机技术尚待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尚处在

起步阶段，企业管理思想落后，市场竞争环境还未

形成，应用效果并不太理想。近期随着国家信息

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确立、国内软件企业的推动、

国际竞争的加剧，在我国掀起了应用 $%& 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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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根据资料，我国目前企业实施 !"# 的动机具

有多样性：约 $%&的企业选择 !"# 是为了提高企

业的经济效益；’%&的企业是为了规范企业管理

行为和提高企业管理思维；(&的企业为提高企业

员工士气；还有 (&的企业仅仅为提高企业形象。

然而，!"# 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让人想碰又

不敢贸然伸手，目前 !"# 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并不

乐观。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国企业投向 !"#（包

括)"#**）的 +% 多亿元资金有 +%& 左右不见成

效，为什么企业使用的 !"# 失败率如此之高？最

主要的原因是 !"# 系统的导入对企业传统营运

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冲击是根本上的、全方位的、深

层次的。!"# 的实施决不只是一项计算机工程，

而是涉及到企业业务流程重组、理念更新的艰巨

的管理工程。据调查资料显示，,%&以上的“企业

当家人”均坦言从未预料到 !"# 项目的引进竟会

给企业原有的管理体系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和挑

战，决策层思想上准备不足，员工培训跟不上，管

理观念没有及时转变，组织与管理模式没有及时

调整，!"# 项目尚未实施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隐

患。决策人引进 !"# 的初衷是提高企业的运作

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但当他发现 !"# 的引入会对

企业既定的管理体系和利益结构产生冲击，尤其

是当 !"# 管理触动某些核心人物的利益而遭到

各种阻挠和抵触时，决策人要么缺乏应对的心理

和准备，要么因种种利害关系的平衡而不得不将

!"# 闲置在一旁，不了了之。耗资巨大的 !"# 系

统成了“聋子耳朵”或“面子工程”［-］。这种现象在

大型企业尤为突出，因为大型企业组织机构复杂，

管理层次较多，所以改革的难度就更大。中小企

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调查资料

显示，目前中小企业实施 !"# 项目的相对较少，

且中小企业中制造企业所占比重较高，所以笔者

在本文中将着重谈一谈 !"# 在中小制造企业的

实施。

三、!"# 在中小制造企业的实施

（一）中小制造企业实施 !"# 的必要性

.、实施 !"# 是完善供应链管理的需要

!"# 的核心管理思想是供应链的管理，而中

小制造企业是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它们或者作

为零部件供应商，或者作为产品制造商，或者作为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商，其所制定的决策必然

会影响到其所属的供应链。过去，对大型企业来

说，中小制造企业只不过扮演着“小商贩”的角色，

随着供应链理论的发展，这种态度有了很大的改

变。在供应链中，大型企业希望中小企业也应和

它们一样能实现智能化，能采用和大型企业相连

接的专有软件，实现系统连接，便于信息更快捷的

传递，所以中小制造企业应实施 !"#。

’、实施 !"# 是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需要

中国加入 /01 后，国内外的竞争日益激烈。

面对挑战，国内的企业都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抉择

和机遇。国外的大型企业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

信息手段，给国内不同规模的企业带来了较大的

压力，尤其是中小企业。当前的市场特征是新产

品开发速度日益加快，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客

户个性化需求较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而我国

的中小制造企业长期处于产品更新周期长、市场

信息反馈慢、人工处理生产数据的境况中，很难适

应新的市场竞争。它们要想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

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进行企业信息化建设。因

此，中小制造企业只有通过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

全面实施 !"#，向管理变革要效益，提高自己的竞

争力，才能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中小制造企业实施 !"# 的可能性

传统 !"# 软件定位于为大企业服务，实施时

间长达几年，实施成本高昂。且在大型企业，实施

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的最大困难就是要使整个组织

及其员工都了解、认可和接受这种变革，而中小制

造企业却拥有实施 !"# 的可能性。因为，一方面

虽然中小制造企业在发展初期往往由于资金和技

术的原因无法应用 !"#，但是进入 ’. 世纪以来，

中小制造企业对管理软件的需求日益迫切，它们

期望通过 !"# 的实施与流通企业及其它制造企

业建立起信息联网系统，使其能更加紧密地结合

起来，从而减少交易费用。而且各软件服务商现

在也纷纷瞄准中小企业市场，如世界知名的 !"#
软件服务商 23# 公司年营业收入的 .45 来自为中

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另一方面，中小制造企业往

往雇用工人较少，管理层次也不多，任何新的管理

理念、方法只需得到企业所有者的支持即可实施。

所以，中小制造企业应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的实

际情况，对现有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的再思

考和彻底的再设计，合理选择开发高效的 !"# 系

统并有效实施，从而提高中小企业管理水平，进一

步实现信息化管理。

·(-·万方数据



（三）中小制造企业如何实施 !"#
中小制造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管理幅度

大、管理层次少、生产产品品种少，这些特点都有

利于中小制造企业 !"# 的实施。本文在此将谈

谈中小制造企业在实施 !"# 过程中要注意的几

个问题。

$、要赢得决策层的充分支持

对于中小制造企业来说，!"# 系统的开发与

实施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实施难度大的系统工

程，这一工程的实现涉及到企业的部门、人员、资

金、时间、技术等许多方面，同时它也是企业管理

模式、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的一场变革。因此，中

小制造企业的决策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实施 !"#
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最好安排最高领导层

中一名既懂信息技术又懂管理的领导来专门负责

该项工作。

%、企业业务流程要重组

!"# 的依托是计算机，它是对企业物流与资

金流进行一体化管理和集成化运行的计算机软件

系统，中小制造企业的内部物流从采购原材料开

始，经过生产车间的生产形成成品，到最终的销售

这一系列过程中要涉及企业内部的财务、物料、销

售、生产、人力等多个管理部门，在没有实施 !"#
之前，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的业务流程是靠人手

工完成的，而 !"# 则强调系统运行的整体集成

性、数据共享与数据一致性［&］。其实 !"# 的应

用，不仅仅是引入一套现代化的管理软件，使企业

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自动化，更重要的是要对企

业传统的经营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使其更加

合理化、科学化，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经营效

益。所以，中小制造企业实施 !"# 时，必须对企

业原来手工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使其适应

!"# 系统的要求。具体说来，业务流程重组的必

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软件的设计背景要求企业进行相

应的业务流程重组。因为我们都知道，!"# 最早

是从西方发达国家传入我国的，它们是典型的市

场经济运行模式，因此它们的 !"# 软件正是适应

这一市场状况和管理要求而设计的先进的企业管

理信息系统。而我国目前还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我国企业管理现

状就必然要求企业在应用 !"# 之前，首先要进行

业务流程的重组，按照先进的 !"# 软件的管理要

求对现有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近年来

国内一些企业不惜重金上马 !"# 系统，却忽视了

!"# 系统的成功应用必须要以科学、规范的企业

管理模式为基础这一根本问题，结果导致 !"# 软

件在这些企业运用情况差强人意。

第二、!"# 软件的功能实现要求企业必须进

行一定的业务流程重组。!"# 软件的应用改变了

我们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它将企业的经营管理

活动按照其功能分为了制造、购销、财务、人力资

源管理等几大模块，它们的功能实现无疑要求企

业对原有的组织机构、人员设置、工作流程进行重

新的安排，从而保证 !"# 功能的实现。

’、!"# 应用要立足于管理创新

!"# 让大部分企业误解的是都把眼光看在信

息技术所能“表达”的一面，而忽略了管理的重要

性。“管理”是公司经营的核心，“管理”的成败是

与公司的存亡息息相关的。所以 !"# 的完成，其

重心应是管理，信息技术也只是管理作业用在表

达上是“厉害”的工具而已。

!"# 有三层结构：底层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

数据库技术，次之是管理软件 ( ( 过程管理模块，

最上层体现了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这三层

结构中，最重要的就是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它是

企业特殊性的体现。因此，购买、安装、实施 !"#
软件只是一种手段，它最终要触及企业的管理变

革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科学、规范和严格的企业

管理，非但 !"# 应用难以顺利进行，其应用成果

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巩固［)］。因此，在 !"# 应用过

程中，中小制造企业必须要进行企业管理创新。

企业应用 !"# 一定要加强以人为本的管理

工作，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

制，把应用 !"# 和制定企业经营发展战略、推动

企业管理现代化进程和企业全员业绩考核有机地

结合起来，促使他们在感受外部压力的同时自觉

地投入到 !"# 的应用中来，并能为 !"# 应用乃至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尽职尽责。

&、选好服务商和项目经理

中小制造企业要选择一家能协助实施 !"#
的、有一定服务经验的服务商。要避免选单纯以

*+ 为导向的服务公司，或单纯以管理理论为导向

的服务公司。实施商可以选择专业咨询公司或者

软件商。专业咨询公司的弱点是对所代理软件的

理解程度可能不够到位，二次开发能力可能会较

低。而软件商则可能对行业运行的模式不太了

解。企业在选择服务商时要排除上述弱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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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的选择十分关键，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

施 !"# 的成败［$］。因此，在实施 !"# 项目上选择

项目经理要慎重。

%、做好 !"# 软件的选择

中小制造企业在选择 !"# 软件时要坚持“实

用才是硬道理”的原则，因中小制造企业的活力和

优势不是规模也不是垄断，而应该是迅速和灵活。

所以企业在选择软件时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问

题：一是软件要适用企业规模，中小企业可选用美

国的 &’()*’、中国的金思维等软件；二是软件要能

解决企业最迫切的矛盾，软件功能必须以满足企

业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需要为准，而多余的功能只

会造成使用和维护时的麻烦；三是选择的软件应

该经过时间和用户的检验，要有益于企业信息管

理系统的长远发展；四是系统的安全和升级要有

所保证；五是软件要易学易用。

$、注重人员配置和培训工作

培训是成功实施 !"# 系统的重要手段。!"#
培训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增加企业员工对 !"#
相关知识的了解；二是规范管理人员的行为方式。

通过培训要使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不仅明确什么

是 !"#，它的实施将给企业带来哪些变化，而且明

确实施 !"# 后各个岗位的人员如何进行新的工

作方式，不同岗位的员工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功

能模块、系统运行与维护操作菜单等要有所理解，

并能熟悉加以运用。从而让员工能正确面对改

变［%］。所以，中小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一定要清楚

地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性，切不能因为资金问题而

不愿在培训上花费，因为正规的培训往往可能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束语

一套管理信息系统在企业的成功应用必须要

有两个根本保证：一是企业必须要有科学、规范的

管理模式；二是企业必须引进、吸收先进的信息技

术、信息手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前我

国企业容易陷入“+, 技术的黑洞”，即单方面强调

信息技术的先进，却忽略了自身的企业管理缺陷。

因此，我国企业要提高信息管理系统应用的成功

率，除了纠正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之外，还必须对企

业管理改革、业务重组与信息技术引进“双管齐

下”。我们应该认识到，!"# 对中小制造企业来

说，并非高不可攀，也无须照搬国外软件的全套解

决方案，企业必须考虑自身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

步骤地组织实施，按照既定的目标走下去，就一定

能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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