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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2021_2022__E7_94_B1_E7

_82_B9_E5_88_B0_E9_c41_64907.htm 齐刷刷一张白纸，布满了

半个墙壁。整个PLM二期工程的流程图就画在纸上，密密麻

麻，详细地注明了每个阶段的负责人和截止日期。当记者走

进福田汽车总部杨国涛经理办公室时，发现这张图就挂在杨

国涛办公桌的一侧，一抬头，他就能够每日看到整个项目的

进展情况。这位2003年初才从海尔来到福田汽车的CIO,对企

业信息化有着独特的看法与体会。 从1997年8月至2003年1月

，杨国涛在海尔物流推进本部从事信息化建设工作，成功领

导了海尔物流ERP项目的实施。 2005年1月15日，2004年“中

国企业信息化500强”正式在京揭晓。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获得“最佳产品管理(PDM)应用奖”、“最佳计算机辅

助设计应用奖”两个应用奖。这一次，杨国涛以福田汽车信

息化主管的身份走上了领奖台。这个奖项也为他在福田汽车

两年来的工作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解。 由点到面，软件项目实

施三步走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福田汽车）成立

于1996年8月28日，是一家跨地区、行业、跨所有制的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它是全国520家重点企业之一和北京市汽车工业

三大板块之一。 福田汽车的PLM项目，不是爆发式的变革，

而是逐渐推进式，在摸索与碰撞中日渐成熟。福田汽车PLM

项目的上马，源于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和提升管理水平、

压缩管理成本的要求。 在杨国涛来到之前，福田汽车的信息

化基础相对还是较弱的。发通知都是用的纸介质文档，甚至

签到也需要有专人直接去发，挨个部门去跑。伴随企业的一



步步壮大，分厂日益增多，众多的研发部门也散布在全国各

地。众多研发设计部门，需要实现内部的资源共享，如何实

现不同地区厂家的数据共享，发挥整合优势，降低管理费用

成为当时实施PLM项目的出发点。 尽管项目正式启动是

在2003年8月份，实际上，早在2001年间，公司就有针对性地

进行了调研工作。当时的调研主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

内部调研，就是针对企业内部研发部门的现状，以及研发部

门员工的信息化需求做了详尽的调查。自己的家底摸清了，

就对软件实施有了一个合理的需求预期；再就是国内汽车产

业的调研，针对业内厂商信息化的状况和经验，开展了一些

标杆式的调研。这种调研，一般都是通过相互交流，或直接

到厂商观察。有了上述的需求分析和现状调研，公司在2003

年决定对软件项目的实施分三步走恼铰裕? 第一期是试点应用

（2003.8～2004.5）。主要是在选取的北京地区的研究院和怀

柔分厂采用。当记者问到，为什么选取这两个单位作试点时

，负责PLM项目的王培友工程师说，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

因。1,这两家单位的产品编号是按照福田汽车公司的标准进

行的编号，数据比较规范。这两家单位的数据都在公司已有

的PDM软件里管理，有一定的数据管理基础。2，人员基础比

较好，流程比较规范，设计人员对软件功能的学习、新事物

的接受能力比较强。 第二期就是PLM软件在整个公司内部的

推广（2004.12～2005.12）。由于整个公司拥有众多的研发中

心，推广应用的任务更加繁重。在这一年时间内，公司所有

的研发部门都开始采用PLM系统。 第三期（2006.1～2006.12

），PLM软件开始应用到其他事业部及进行功能优化调整，

并做好应用后期的完善与维护工作。 “没有领导的支持，一



切都不可能” “软件应用方面，我们推进的速度比较快，我

感受最深的就是领导的支持很重要。没有领导的支持，一切

都不可能。”王培友笑说，杨国涛经理就是他们部门的“主

心骨”，有了难解决的问题，最后都需要他来解决。与众多

同行企业相同，福田汽车对各业务部门的考核是严格以业绩

说话。作为研发部门领导，对软件的需求也很实际，务求操

作简便，提高部门业务效益。但掌握一个新的大型软件并不

能一蹴而就。 为了增强企业内部客户对软件的适应程度

，PLM项目小组为软件使用部门制定了日常反馈单，每周都

有。此外，他们还在企业内部网上设立了BBS论坛,在这里，

大家可以对应用软件说长道短，提出不同问题，项目小组的

负责人再对这些问题及时回复。“这下子省了我们许多事，

这样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可能是许多人都遇到的，我们做出

解答了，大家就都知道了。”王培友打开BBS论坛，网上的意

见虽然不太多，记者看到，对这些问题的回复从日期上来看

还是满及时的。 “你不需要样样都懂，但一定要精通一种。

”王培友说。软件实施队伍的选择是比较困难的。单纯找计

算机高手，也许软件精熟，而对业务没有了解；而那些业务

熟练的员工，对计算机软件又所之有限。 福田汽车PLM项目

小组对此的应对策略是，汇聚两方面的人才。他们部门的员

工基本上都是新来的。其中，有对计算机熟悉的技术专家，

也有对业务精通的业务尖子。在软件实施的过程中，这些人

首先要对软件系统提出苛刻的评论。正是有了各方面人才的

储备，才能在实施之前，对软件供应方提出切实的问题，为

日后应用减少障碍。 部门人员仅有十几个人的PLM小组，担

负着架起实施方和用户间的桥梁。王培友说，他们更多的工



作是在软件应用的管理和计划。当然，通过软件实施，软件

人才也逐渐培养起来，据说，一些软件的小的应用开发已经

能够独立完成。 福田汽车PLM项目三步走 制度是实施成功的

关键 新软件应用实施成功，改变观念是关键。“我们这里主

要是两套办法，一是靠培训，讲应用软件能够带来的好处，

培训企业内部员工应用技能。二是制度，每建立一个平台，

建一个管理制度来保障。一般是项目组的成员来制定奖惩措

施。”杨国涛经理说，他们这个部门在国内企业当中说来也

是比较特殊的，他们既负责企业信息化的重任，也负责企业

部门和员工的业绩考核标准的制定。每个PLM软件应用部门

实施的效果是和部门的业绩直接挂钩的，这样业务部门的领

导也就有了实施项目的压力和动力。 谈到软件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杨国涛经理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企业原来的标准化工作成效如何。如果企业自身标准化做

的不好，后来的零部件规格不统一，PLM上起来就会很慢。 2

，来自技术上的阻力。这里主要是三维软件的集成，由于当

前三维软件技术开放性仍不够。大的三维软件之间的连接应

用仍有问题，这就为企业的管理设置了障碍，降低了效率。

3，人员系统。实施一个新的软件，肯定要改变 员工既有的

工作模式。而这种改善不是过去所习惯的，就需要一定的强

制力量。在这里，培训的工作很重要，“而制度是实施成功

的关键”。只有有了制度保证，才能确保软件对企业改善有

长久的效果，不会半途而废。 杨国涛经理丝毫没有技术出身

管理者特有的拘谨和保守。他的开放与爽朗，令我们的交谈

愉快而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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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