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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高的，前几年有种极端的说法--失败率100%。现在看来

，这种言论有点夸张，但成功率不高，确是不争的事实。一

般的标准，是以能否成功上线，做为ERP是否成功实施的标

志。通常企业刚宣布上线成功，软件商的宣传手册中就立马

多了一个成功案例。其实，上线成功，是对软件公司而言的

，对企业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后面还有一段艰辛的

路要走。ERP上线成功，未满周岁又夭折的事，在国内并不

鲜见。上线几次，换了几个软件供应商，炒回锅肉的现象，

在国内更是司空见惯。这种结果，除了一把手不够重视，软

件的行业局限性，实施顾问的水平等客观因素外，我认为更

重要的是，大多数企业对于ERP的理解还停留在软件的使用

上，没有形成ERP文化，ERP没有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和

经营、决策活动中。这样的ERP，是没有生命力的，可能会

维持一段时间，但如果企业最终不能通过实施ERP受益，放

弃将是必然的选择。 ERP对一个企业，不是面子工程，而是

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能否及时准确的反映生产、库

存、销售、成本、资金等各环节的真实状况，将直接影响企

业管理层能否正确、迅速地决策。那么，企业在上线ERP后

，该如何利用ERP，对业务进行规范和持续改进呢？ 先进

的ERP软件，代表了先进的管理思想，所以实施前需要请咨

询顾问进入企业调研，拿出企业机构、流程的重组方案，以

配合ERP软件的实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业务流程重组）。但在规范的同时，

企业一些管理上很有特色的东西将被丢弃，而这些可能正是

企业能够做到行业领先的优势所在。所以，在引进ERP的先

进思想的同时，能够保有自己的特色，打造有自己特色

的ERP将是企业的首要任务。长虹和海尔都实施了SAP R/3系

统，这两个企业却有着不尽相同的管理方式，因为各自的地

理位置不一样，外部环境不一样，产品策略不一样。企业在

实施ERP系统后，是否能打造有自身企业特色的ERP，决定了

企业能否真正从ERP中受益。如果实施了相同ERP软件的企业

没有整合自己的管理理念，都复制了相同的操作流程，所有

业务都机械操作，那在市场竞争中被对手了如指掌，处处落

于下风也就不难理解了。 ERP软件不是上帝，成功的企业并

不一定因此更成功，发展中的企业也不一定因此更快成功。

如果对ERP理解有偏差，使用方法不当，它可能会是魔鬼，

企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完全脱节，带来的将是灾难性

的后果。ERP，既然叫企业资源计划，它就是一个高度集成

的软件，要求企业的各部门按流程要求配置，并且相互配合

，才能保证系统的顺利运行。哪一个环节的不和谐，都是造

成系统效率低下和错误的原因。仅仅维持ERP系统的正常运

转，这只是最基本的任务，如何通过ERP获得成本的降低、

竞争力的提升才是终极目标。企业所做的每笔投入，都是需

要回报的，实施ERP也不例外。很多企业，实施了很多模块

，从计划、采购、库存、生产、销售、财务各环节都能使

用ERP做业务，但却很少利用ERP来分析。ERP软件本身提供

了很多工具，可以对企业绝大多数环节进行科学的、定量的

分析，但实际上，系统地使用了的国内企业寥寥无几。除了



使用标准的分析工具外，企业还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数据挖

掘，进行二次开发，使ERP融入企业的文化中。ERP是一种标

准，它的成功实施为企业信息化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

是否贴近企业，是否具有企业特色，将是ERP是否有生命力

的关键。 要打造有企业特色的ERP，除了要努力营造企业

的ERP文化外，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信息队伍非常重要。这支

队伍的成员，应该从各业务部门的骨干中选拔，这样才能保

证队伍的稳定。这一批人，除了要懂业务外，对信息化的热

情和计算机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这些人，我们姑且把他们

叫成ERP的内部顾问吧。业务部门在按照业务流程按部就班

操作的同时，也会有很多疑问和一些改进意见，但他们并不

知道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可以改进的。这就要在业务部

门和信息部门之间建立一个渠道，在业务员和内部顾问之间

能够相互沟通，这可以通过企业的邮件系统、OA系统，甚至

是内部BBS来解决。我们公司的物资配送部门，每个月要处理

大量的向外地子公司发货的交货单，在做拣配业务时，每张

单据需要在微机上重复录入和确认上百笔数据，工作量非常

大，而且是简单重复的劳动。通过和信息人员的沟通，通过

编程批录入的方式，不仅将业务人员从繁重的简单劳动中解

放出来，而且还保证了数据的正确率。 企业特色和ERP的结

合，是以不违背ERP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是对ERP的发展和

扩充。所有阻碍ERP的发展，效率低下的所谓企业特色，都

是应该被摒弃的。为什么要对ERP进行适应性改造呢？这是

因为，企业实施的ERP大多数是行业解决方案，并不是针对

自己企业定制的，所以并不能解决企业的所有问题。当然，

也许ERP软件的咨询顾问会说，我们的软件功能强大，您的



需求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当然，好的ERP软件，好的咨询顾

问，确实能为企业解决大多数个性化配置的问题。不过，也

有很多所谓的方案并没有可操作性，都是从技术上讲完全可

行的。我所在的企业，对物料的供应商有严格的认定分级制

度，在库存管理中也要求区分供应商。但SAP并没有提供分

供应商的库存管理功能，因为在国外，物料只有合格和不合

格之分，只要是相同物料，不同供应商的品质是相当的，可

以完全通用。但在中国，这并不现实，不同供应商虽然都是

执行的国家标准，但产品的参数离散性比较大。例如，阴阳

连接器是很多机电产品都大量使用的，实际使用时必须要同

厂家配对使用，否则装配时不是太松就是太紧。在产品设计

明细表中，设计师和质量部门只对通过认证的供应商发出合

格证，这也是采购的唯一依据。所以，在BOM维护和库存管

理中，严格区别供应商就非常重要。SAP R/3本身并不具备这

种解决方案，咨询顾问提出来的方案是将不通用的相同物料

编成不同的物资代码。这从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但熟悉企

业物流的人都知道，这样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我们在上

线SAP R/3后，仍然保留了从1999年开始运行的日领日配工艺

及配套管理系统，将有特殊要求的产品BOM维护和配套分解

交给这个系统完成，最后通过批输入方式在SAP R/3中对成本

中心发货。这个模式运行了近三年，长虹每天彩电、背投、

空调、电池、视听、液晶等产品的配套到工位都是通过这种

方式来完成。长虹的产能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自制整件

的能力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对ERP系统和外部接口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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