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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41/2021_2022__5BERP_5D

CIO_E5_A6_c29_141265.htm 上个世纪末，美国为了夺回制造

业霸主的地位，提出了敏捷制造、动态联盟的战略，也就是

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只是单个企业实力的竞争，而转变

为盟主组织动态联盟能力的竞争。因此，他们需要的信息系

统已不是支持单个企业管理的ERP系统(早在上个世纪已基本

实现)，而是支持利益共同体协同运作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国

外称为ERPⅡ。对于这些工业发达国家来说，或许可以认

为ERP过时了。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呢？企业信息化

建设还处于从部门的单项管理向产、供、销、存、财的一体

化系统过渡；从手工管理电算化提升到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和

方法，例如引进ERP系统。现在众多企业管理者所想的问题

不是ERP过时，而是听说ERP实施的成功率低，不敢贸然上马

。因此，为了积极推动企业信息化的进程，当务之急倒是驱

散ERP实施难以成功的阴影，让企业领导者早下决心。 早

在20世纪80年代，以沈阳第一机床厂为代表的一些机械制造

企业就开始向ERP的前身----物料需求计划 (MRP) 进军，中国

制造业对ERP已经进行了长达20 年的追求和探索。1984年沈

阳第一机床厂从德国引进的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验收, 这可以说

是在我国制造业中第一个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集成应用的

范例, 随后由机械工业部机械研究院帮助广东科龙集团实施美

国DEC公司的MANMAN系统, 作为中国制造业首家通过

了MRP的A级国际评审。 按说有了这些先例可以认为ERP能

够在中国制造业中生根发展了, 但不容乐观的是, 随后成百上



千的企业探索过, 奋斗过, 但成功的企业确实不多。 2001年中

国进入WTO，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但面临的更是

挑战，是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后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

下，如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领导者最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国策为企业指出了一

条捷径。2000年底江泽民主席指出，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

注意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业化的水准，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

中注意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挥后发优势。 在2001年11月召开的 “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

工作现场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又指出，我们的大公

司、大集团拥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家，但是我们的信息化水平

与国外的大企业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比其他方面的差距还

要大。随着中国加入WTO，我们将直接面对国际化竞争。管

理落后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信息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

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当前企业管理问题的有效措施。 企业资

源计划(ERP)是工业发达国家企业用于管理的成功模式，当前

要在我国企业推动ERP的应用，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驱散ERP

实施难以成功的阴影，让企业家早下决心。 政府、企业、供

应商对ERP的不同心态 目前，政府、企业、供应商对企业信

息化的心态可以描绘成：政府热、供应商急、企业观望或按

兵不动。各级政府连同他们支持的新闻媒体或办事机构，近

年来做了大量的引导工作，大大小小的研讨会、经验交流会

、博览会层出不穷；新闻媒体对信息化(包括ERP)的宣传铺天

盖地。这大好形势可乐坏了ERP供应商，他们高喊：中国ERP

的春天来了！但不容乐观的是，这两年ERP的订单并没有增

加，市场反而越做越难。为什么企业老总对上ERP这么慎重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ERP供应商在市场上的无序竞争

，例如一家企业ERP部分功能系统招标，对同一份标书，10 

多家供应商的报价从7万到180万，弄得老总都不知道ERP到底

是什么了。另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ERP实施成功率的阴影笼

罩着他们，使他们举棋不定。企业管理要改进、政府引导、

媒体宣传使他们动了心，但又害怕失败，于是总在观望，一

个项目一两年都谈不下来。 实施ERP难以成功，到底难在哪

里？ 在企业准备实施ERP的时候，确实要充分估计ERP的实

施难度。难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RP是企业管理革命，

不是技术工程 说ERP是企业管理革命，似乎帽子大了一些。

但与实施CAD系统相比，ERP确实不是一个技术工程。

上CAD系统，主要涉及技术部门，工作内容比较单纯。但

上ERP系统，涉及到企业产、供、销、存、财的各个业务部

门，还要技术部门支持。有专家说，上ERP以前先要搞BPR(

经营过程重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ERP管理流程，要

将企业产、供、销、存、财的各个业务活动融为一体，这必

然要打破部门壁垒，凡是业务重叠的工作要重新分工，做到

数出一家，全局共享，这可能会涉及到减人增效的敏感问题

；企业执行统一的一秆子插到底的生产物资计划，必然加大

了对生产部门、采购部门的控制力度，不仅部门领导的权限

受到冲击，也加强了对每个工作人员业绩的考核；全局信息

共享后，加大了信息透明度，这也是某些人不乐意的。因此

，上ERP不仅要转变观念，把每个人的工作置于全局来运作

，而且要克服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