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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B3_E6_96_B9_E6_c67_265364.htm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

司（SMEC ）（以下简称上海三菱）是一家成立于1987年的

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投资总额2 亿美元，注册资金1.55 亿美元

，公司占地面积18.87 万平方米，现有员工1770 余人。 经过18

年的发展，上海三菱已成为国内最大规模的电梯制造商和销

售商，累计制造电梯10.3 万台，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01 亿元，

销售收入和利税总额每年以27.41%和23.55%的平均速度增长

。目前在全国拥有30 个直属分公司。 上海三菱从1994年开始

进行企业信息化建设，建立公司信息系统，目前该信息系统

已覆盖公司本部和30个分公司。于1999年5月通过国家CIMS主

题办和上海市科委的验收和鉴定，并被评为全国CIMS应用先

进企业，获得2000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2年

～2004年又被列入上海市科委和国家863计划的“制造全过程

的企业信息化”课题。在2004年，上海三菱再次入选了由国

家信息化测评中心评选出的“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并获

得了该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特别奖中的“最佳计算机辅

助设计应用奖”。 动力来源于企业内部 按照上海三菱合资初

期制定的计划，它的生产规模在每年2000 台的水平上。由于

产能不大，上海三菱在创立的最初几年时间里基本上都是采

用手工管理的手段。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三菱的年

产量突破了这个规模，并且仍在快速增长当中。产能日趋扩

大，管理日趋复杂，散布在全国的分支机构日趋增多，很快

就突破了手工管理的有效极限。 于是，上海三菱开始在技术



、生产、计划、管理部门逐步投入少量的PC，并允许每个部

门根据各自的需求编制程序，用于车间管理、生产计划管理

、工资管理、电梯配方管理、财务电算化等，以应付日趋增

长的业务工作。1992 年，上海三菱逐步在各主要部门内部形

成了独立的小规模计算机系统，方便了部门内部数据的交流

与共享。但对于不同的部门，由于没有从公司角度制定统一

的规划，系统之间网络不通、数据格式不同、甚至用软盘拷

贝的数据也不能在不同的部门使用，造成数据输出、输入重

复的情况非常严重，效率低，信息孤立，严重的制约了公司

的发展。 在此局面下，上海三菱决心通过信息化改造来应对

这一日趋严重的挑战。 选型之惑 上海三菱自1994年开始选型

，到1996年开始实施信息化工程，历经了两年多对信息化合

作伙伴的选择历程。这期间，上海三菱中高层企业领导通过

接受培训，接触到了很多先进管理理念，逐步明确了企业需

求所在。 不过，由于上海三菱的技术体系比较特殊和复杂，

电梯图纸体系是非常复杂配方式结构，上海三菱调研了许多

软件，这些软件无法提供令上海三菱满意的解决方案。另一

方面，当时上海三菱在设计中已引入了工程信息系统（EIS）

，于是未来这两个系统（另一个就是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

是否能够很好结合也是上海三菱比较关心的问题。 因此

当1995年SAP出现在上海三菱面前的时候，上海三菱有了眼前

一亮的感觉： 1、SAP 在欧洲有非常成功的ERP 实施经历

，R/3 软件的功能适用性好，提供了强大的开发工具；2、在

当时，R/3软件的管理理念非常先进，本身功能强大；3、R/3 

软件系统的开放性和集成性出色，使得信息管理系统和工程

信息系统能够很好的集成；4、SAP 具有经验丰富的咨询顾问



以及良好的实施队伍，不但能解决问题，还可以帮助上海三

菱在关键环节上把握尺度，提出建议。此外，系统的可靠性

和维护方便也使得上海三菱感到非常放心。 因此，虽然当

时SAP尚未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上海三菱还是迫切的与SAP开

始了合作，甚至提前进行了标准化培训和基础数据的准备工

作。 全面深入应用SAP R/3系统 上海三菱根据企业的实际情

况，制定了信息化实施的策略，“全面规划、分步实施、效

益驱动、先易后难” 1996年，上海三菱引进了SAP R/3（企业

资源计划即ERP）系统，用以进行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经过8

年多来的实施，财务、销售、生产控制、物料管理等模块已

全面得到了应用。 销售模块的实施包括客户管理、项目预报

、项目询价、项目报价、合同管理、发票管理、预定金管理

、销售库存管理、配置管理等。 生产模块实施包括配方管理

、装箱清单生成、工作中心管理、工艺管理、物料清单管理

、需求管理、MRP计划、生产订单管理、车间控制、订单信

息系统等。 物料管理实施包括供应商管理、采购合同管理、

采购订单管理、发票管理、入库管理、发货管理、立体仓库

管理、仓库信息系统。 财务管理实施包括总帐、应收帐款管

理、应付帐款管理、分公司财务管理、费用预算、报表系统

等。 安装维修管理实施包括安装合同管理、安装计划、安装

过程控制、安装发票、维修计划、安装成本核算等。 向信息

化要效益 上海三菱在公司员工极少增加的情况下，产量

从1996 年的5700 台增加到2004年15819台，这一点充分证明信

息化为企业带来的效益。SAP R/3系统已成为上海三菱最重要

的管理手段。上海三菱认为提高综合竞争能力才是企业信息

化给企业带来的最大效益。主要体现在： 1、信息化推动了



公司经营流程再造 通过信息化推动了公司经营流程再造，最

大程度的发挥信息化的作用是上海三菱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

要举措，为此，上海三菱对影响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因素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重组了五个方面的业

务流程重组，具体内容如下： （1） 以信用管理为重点，进

行销售、安装、维修保养的BPR（2） 以缩短产品交货周期和

降低成本为目标，进行生产制造、物资采购全过程的BPR（3

） 以建立售后服务快速反应保障体系为目的，进行售后服

务BPR（4） 以经营效益管理和经营风险管理为核心，深化财

务管理（5） 以产品批量生产为重点，进行技术开发管理过

程的BPR 2、用户满意程度明显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企业业

务流程重组和信息系统的建立，全面提升了上海三菱的客户

服务水平。传统管理模式下企业管理人员的许多监管工作已

变得多余，员工由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企业的整体服务

水平上升了一个层次，服务质量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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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