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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适当的信息系统(【S)应用加以实施，可以提高 应用项目投资的有效性。作者通过对 

实施 应用的收益、企业特性与竞争重点等因素的分析，提出一种确定 应用实施优先顺序与具体类型 

的方法。这种方法先按收益原则鲒合企业特性时备选 应用进行排序，然后根据企业竞争重点修正排 

序姑果并确定 应用的具体形式。 

关键词：资源；计划；信息系统；选择；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TPl4 文献标识码：A 

制造业信息系统(Is)应用，是指在制造行业所属 

企业中应用的各种以计算机软件构成其主要应用基础 

的管理与工程技术，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 

辅助工艺规程编制(CAPP)、计算机辅助制造(CAM)、 

制造资源计划(MRPII)、企业资源计划(ERP)等。在一 

个企业范围内运行的所有 应用组成了企业的 Is组 

合系统。 

加 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和政府 

的大力倡导，国内企业信息化进程大为加快，企业的许 

多投资中包括 【s应用。仅仅引进 Is应用并不能使企业 

获得竞争上的优势。只有根据本企业特性和竞争重点， 

引进适当的 Is应用，才能达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 目 

的- 。 

选择 IS应用．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实施后 

的效益问题 ，但由于 应用效益度量的复杂性，妨碍 

了在选择方法中将 应用的选择与其实施效益相关 

联 。笔者研究机械制造类企业 Is应用的选择方法 ， 

对文献中研究成果加以分析，提出一种选择 Is应用的 

方法，综合考虑企业竞争重点、企业特性与实施 应 

用的收益，从而弥补选择 Is应用方法研究上的不足。 

1 企业特性和竞争重点与Is应用的关系 

1．1 实旖Is应用的个体收益与组合收益 

Is应用可以产生诸如降低产品成本、降低库存费 

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可以直接用货币度量的有形效 

益，也可以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对环境的适应 

能力(柔性)、提高用户对产品与服务的满意程度等产 

生无形效益。有形效益与无形效益通称为“收益”。称企 

业从Is组合系统所得收益为组合收益，从单个Is应用 

所得收益为个体收益。 

l，2 IS应用的分类 

为了研究方便起见，将 Is应用划分为下列 4种类 

型㈨： 

1．2．1 事务处理系统(TPS) 

TPS(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收集和校验 

数据，并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及时更新。这类系统已 

完全结构化，不需要进行决策分析，账务处理系统就是 

典型的 TIcS。 

1．2．2 结构化班策系统(SDS) 

SDS(Stmctured Decision System~)利用某种算法进 

行决策。例如在库存控制系统中采用固定订货点进行 

控制，假设订货点为B，当前库存量为s，每当S≤B时 

就发出订货申请。 

1．2．3 决策支持系统(DSS) 

DSS(Deeision Support Syster~)向决策者提供信息 

帮助其进行半结构化的决策。 

1．2．4 执行信息系统(EIS) 

EIS(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s)从企业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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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分收集数据，再进行加工汇总使之成为可服务 

于企业决策的格式。它强调特殊的问题和机会，可以按 

特定的需要设计报告的格式，并按指定方法对数据进 

行分析与研究。EIS用于需要进行非结构化决策的场 

合，要求对战略形势进行大量的主观分析与评价。 

1．3 IS应用选择中应考虑的部分因素 

1．3．1 组合收益与 IS应用数量的关系 

Ragowsky和Stern 选择 303多个企业进行实证研 

究，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表明，组合收益与 Is应用 

数量显著正相关，即组合收益随Is应用数量的增加而 

增大。 

1．3．2 个体收益与企业特性的关系 

企业特性可以对Is应用的个体收益产生影响，但 

不同类型的 Is应用受企业特性的影响程度不同。TPS 

类型的Is应用一般不受企业特性的影响，而EIS类型 

的Is应用受企业特性的影响较大。文献[4]中的研究 

结果表明，企业特性对Is应用个体效益的影响按应用 

类型链TPS— SDS— DDS— EIS从低到高变化。 

不同的 Is应用受企业特性的影响程度不同是易 

于理解的。例如对于Is应用“账务处理”，它根据输入 

的记账凭证数据对会计账目进行自动更新，在所有的 

企业都可以应用，其应用收益与企业特性无关。对于Is 

应用“采购管理”，它保存有供应商的能力、信誉等信息 

档案和最新成本信息，它和企业特性“供应商的数量” 

直接相关，在供应商的数量较多时可通过成本分析选 

择供应商，节省物料购入费用。但如果供应商只有一 

个，该应用的收益就较小。 

1．3．3 个体收益与 Is应用类型的关系 

根据文献[4]中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出Is应用集 

合中各Is应用的平均个体收益，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 

Is应用而言，平均个体收益按应用类型链 TPS— SDS 

—DDs—EIS从高到低变化，即结构化程度越强，平均 

个体收益就越大。 

1．3．4 Is应用与企业竞争重．最的关系 

首先，不同的Is应用对加强企业竞争力的贡献是 

不同的。如果一个企业将“质量改进”作为竞争重点．Is 

应用“质量保证”就远比“用户管理”对“质量改进”的 

贡献大，该企业往往会认为Is应用“质量保证”的收益 

较大。文献[4]中通过调查得出各Is应用的平均收益， 

并没有考虑被调查企业竞争重点的不同。因而在选择 

IS应用时除了考虑收益之外，还必须和企业的竞争重 

点相结合，以达到加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 

其次，应根据企业的竞争重点确定各Is应用的具 

体形式。例如对于Is应用“需求管理”，当企业的竞争 

重点为交货速度时，就应保持一定的成品库存，这样可 

以在用户需要时立即发货；如果企业的竞争重点是产 

品柔性(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就可以只保持可 

选组件库存，在用户需要时根据其特殊要求用可选组 

件装配成成品。 

2 选择1s应用的方法 

2．1 确定 Is应用集合 

可以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竞争重点等因素，通过 

市场调研确定备选Is应用集合。笔者假设备选的Is应 

用集合如表 1所示。 

表 1 备选的 IS应用项目[4-51 

Is应用 说明 

需求管理 

供应商管理 

库存管理 

库存控制 

质量管理 

CAD，CAM 

确定应采用的生产方式(补充库存、按订单生产 

或按订单进行产品配置)。 

采集评价供应商的质量与物料价格等数据．进 

行供应商分析。 

对现有库存进行管理，如出库、人库和转库过账 

等。 

采用库存控制理论进行库存控制，确定订单发 

出时间与订货量。库存控制理论对库存控制策 

略加毗研究，确定订货时间、订货批量、供应商 

等，使得在规定服务水平下．库存总成本(包括 

订购成本、储存成本、物料购人成本等)尽可能 

小⋯。 

对检测和保证高质量标准的过程进行有效的计 

划和实施。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计算机辅助制造。 

2．2 确定企业特性集合 

本文中作为分析用例，假设只考虑表2所示企业 

特性。 

表 2 企业特性 “ 

项目 说明 

机械加工量 反映产品机械加工量大小 

物料成本百分比 物料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百分数。 

物料价格可变性 物料价格与购入量的关系，如购买批 

量大可获得价格折扣。 

供应商数量 

最终产品平均零件数 

用户需求的可变性 反映用户对产品需求及交货时间的可 

变性。 

2．3 确定竞争重点指标 

表3给出所要考虑的企业竞争重点。 

http://www.cqvip.com


第25卷第3期 崔耀东 等： 制造业信息系统应用的选择 41 

表3 竞争重点 
一 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一级项目 二级项 目 

2．4 根据收益原姗确定 Is应用的优先顺序 

TPS类型的 Is应用一般不受企业特性的影响，且 

平均收益最高，因此给予最高优先级。对于其它类型的 

应用，建立企业特性与Is应用项目的二维表，通过各 

IS应用项 目的特点分析及借鉴文献中对 Is应用收益 

的研究成果，按7分制估计各Is应用的收益，并按下式 

确定各Is应用的总收益值： 

1 ． ． ⋯  

u‘ 厶  ：l I l，z，⋯ ，n l J 

式中： 

u。一 第 i项 Is应用的得分值，0曼 u 1； 

m一企业特性总项数； 
一 第 f项Is应用对第，项企业特性分值，0曼 

S 7； 

n—Is应用总项数。 

根据表4，采用7分制估计各Is应用在各企业特性 

较大时的收益值。对于 Is应用“库存控制”，物料成本 

百分比较大时，通过库存控制可以压缩较大的库存占 

用资金；如果物料价格可变，可采用库存控制中的分析 

方法，综合考虑价格折扣与其它库存费用 ，根据总库存 

费用最低的原则确定订货批量；最终产品平均零件数 

较多时，采用库存控制技术可以提高库存控制的有效 

性。根据上述分析给出库存控制栏的收益估计值。通过 

类似分析，可给出其它各栏的收益估计值，最后根据式 

(1)确定各项 Is应用的得分值，分值较大者优先顺序 

较高，优先顺序为库存控制、供应商管理、CAD／CAM、 

需求管理、质量管理、订单管理。 

表4中按特性值较大为例估计收益值，具体操作 

时，应根据特性值的实际大小对估计值进行修正，才能 

得出较好的结果。 

表 4 Is应用的优先顺序 

2．5 考虑竞争重点调整Is优先顺序 

首先对企业领导进行调查，采用层次分析(AHP) 

等方法确定各竞争重点的权数。其次对于每一竞争重 

点，用7分制确定各Is应用的贡献。最后按下式计算各 

Is应用的调整因子 ： 

：了1∑ 。 ／=1 2一， (2) 

式中： 一 第 i项 Is应用调整因子 ，0曼 "．曼1； 
一 竞争重点总项数； 

一 第 ／项腰应用对第项竞争重点的贡献，0曼 

7； 

面一第』项竞争重点的权数，∑ 。西：1。 
将先前求出的各Is应用分值与调整因子相乘，作 

为新的收益值，根据其大小确定各 Is应用的优先顺 

序。对于本文中的分析用例，设按式(2)计算得Is应用 

调整因子矩阵为：[0．3，1．0，0．4，0．5，0．6，0．9]，则 

各Is应用新的收益值所形成的矩阵为[O．10，0．17，0． 

08，0．15，0．08，0．15]，调整后 Is应用的优先顺序为： 

需求管理、质量管理、供应商管理、库存控制、 

CAD／CAM、订单管理。如果要选择二项 Is应用加以实 

施，应选择需求管理和质量管理。 

2．6 考虑竞争重点礴定 Is应用的具体形式 

可根据竞争重点确定各 Is应用的具体类型。例如 

对于Is应用“需求管理”，可以采用如下3种方式：保存 

成品库存(MTS：make—to-stock)、按用户订单生产并立 

即交货(MTo：make-to-order)、保持组件库存按用户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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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装配成品(ATO：assemble—to-order)。表5为强调各竞 

争重点时 IS应用的具体类型。 。Qc、QP、QE、QFD分别 

为质量控制 、质量计划、质量工程和质量功能展开技 

术。 

表 5 IS应用的具体类型 

例如对于需求管理，保持成品库存(MTS)可提高 

交货速度，通过批量生产降低产品成本，从而降低产品 

价格；按用户订单生产并立即交货(MTO)，可提高交货 

承诺的可信性，并使产品符合用户的质量要求；保持组 

件库存按用户订单装配成品(ATO)，可提高产品柔性 

与批量柔性。通过类似分析可确定其它各栏 Is应用的 

具体类型。 

3 结论 

企业在选择 Is应用时，不但需要考虑应用Is后的 

收益，而且要考虑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笔者综合考虑 

了上述两方面的要求，从而可为制造业选择 Is应用提 

供参考。 

笔者测重于基本思路的叙述，在采用本方法时尚 

需作进一步的细化。例如应参照国外的研究成果与研 

究方法，通过国内企业的实际调查及分析，确定各 Is 

应用对各企业特性的收益值；对于各 硌应用，通过专 

家与文献调研，确定在强调各竞争重点时该应用的具 

体类型等；采用专家系统或决策支持系统的方法，确定 

Is应用的优先顺序与具体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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