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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6/2021_2022__E4_BB_8E_E

5_A4_A7_E7_BA_A2_E9_c31_36837.htm 只要是制造业，就必

然要从供应方买来原材料，经过加工或装配，制造出产品，

销售给需求方，这也是制造业区别于金融业、商业、采掘业

、服务业的主要特点。 烟草业是典型的制造业。烟草产品专

卖权曾经给了烟草行业很大的帮助，但是市场终于还是放开

了。中国的烟草制造业在“温室效应”中不断反思什么是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信息化的浪潮已经把各种行业的企业带到

了浪尖。烟草企业对信息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在随着同行们实

施过程中的成功或失败而加深和推进。 我国加入WTO后，烟

草制品关税减让、配额和许可证管制放松，国外卷烟大量涌

入我国市场，行业内明显压力加剧。如何化压力为动力，转

不利为有利，烟草行业的“成人仪式”就在猎猎有声的企业

信息化大旗下展开⋯⋯ 主持人：不知道浙江宁波卷烟厂的人

可能有许多，但不知道“大红鹰”品牌的却很少；不知道大

红鹰卷烟生产的人可能有许多，但不知道大红鹰药业的却很

少。徐总，你能不能先把烟草生产之于大红鹰整个集团战略

的地位向我们介绍一下。 徐芳权：大红鹰集团及其附属烟草

制造业务的产生，其大背景是宁波市的国有资产改革重组。

大红鹰集团是由宁波卷烟厂、宁波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市大红鹰卷烟商场作为主

发起人，并吸收24位自然人，在90年代初共同发起组建的。 

集团公司集医药工业和商业为一体，实行了多元化经营。下

属有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配套的广告公司。集团公司注册



资金1.2亿元，现有总资产3.6亿元，应该说是一家“家大业大

”的大型国有控股集团。 集团的核心业务是“两条腿走路”

，一是卷烟制造，二是药业。之所以大家知道大红鹰药业比

较多些，那可能是与近几年大红鹰药业在国内生物医药板块

的活跃有关系。其实卷烟制造才是大红鹰集团最初的主业，

大红鹰烟草的前身宁波卷烟厂在华东烟草行业相当有名。 我

本人就来自烟草制造行业。我是1977年进宁波卷烟厂，担任

过党委副主任、工会主席、副厂长、党委书记等职务，现在

还是宁波卷烟厂厂长。虽然说我走上了集团一级的领导岗位

，但是我对厂子的变化和改革感触还是很深刻。 主持人：很

多烟草企业对待ERP工程的心态很复杂，他们既羡慕同行因

为实施信息化而取得的经济效益，又不愿意为ERP工程承担

过多的风险，所以他们宁可先选择旁观。为什么大红鹰烟草

上马ERP如此果断？ 徐芳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制

造业企业信息化的道路总是要靠人走出来的。如果人人都当

旁观者，我们索性一起祈祷让我国烟草制造永远生活在计划

经济时代。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烟草行业的好日子已

经不存在了。要想今后过上好日子，自己就要努力，就要学

会冒风险、控制风险，从风险中获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和市场经济的完善，以信息化来推动烟草业的工业化，是企

业发展的必由之路。ERP项目的实施，必然要有相应的思想

解放和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ERP

决定改革，而是改革的思路迫使我们要向信息化靠拢。 我们

刚开始与金蝶就信息化项目接触的时候，国家还没有提出“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样的口号。倒也不是我们有先见之

明，我们只是意识到：企业信息化是大势所趋，你改也得改



，不改也得改。 90年代末，国内大量企业搞系统集成。当时

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信息化的环境，就是信息化建设走在前头

的诸多企业，我们也考察了不少，有烟草的，医药的，金融

的，物流的，也是失败的多。 这是为什么呢？ERP被认为是

制造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第一步，而ERP项目的实施，却是极

其难走的一步。企业缺乏信息化的基础，管理落后，对ERP

缺乏正确的认识，项目需要大量投入、组织不力等等诸多因

素，使得ERP项目实施少有成功之例。 有些同行聚在一起聊

，说ERP是“带刺的玫瑰”，只能远观却不能靠近。我们党

委是这样考虑的：早一步进行信息化建设，早一点“脱胎换

骨”，产业升级，就能先人一步，占据市场竞争、企业发展

的有利地位。患得患失的人，固然是风险小了，但是他能得

到的效益大概也很有限。 主持人：同行说你们宁波卷烟厂

的ERP项目是“全民ERP”，全厂上下统一思想，当成大事来

抓，一把手的主人翁意识在ERP实施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您

能介绍你们的经验吗？ 徐芳权：改革的程度决定ERP项目成

功概率。卷烟厂的ERP项目实施，也是常见的“一把手工程

”，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但厂长为ERP项目的上马起到

了决策性、领导性的作用，而且在厂长、书记等决策人和领

导班子的协调下，各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通力合作，为

项目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样设置下，ERP项目

不再是厂长一人的责任，而是关系到诸多职能部门合作的大

事。“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把手变得无处不在。在很多信

息化的细节上，我看，部门“一把手”甚至比我这个厂长“

一把手”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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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