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企业选择 ERP 注意事项 

 

　　对于中国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而言，在 ERP系统应用方面需要进一步加深

对信息化应用的理解，需要更多地深入应用而非停滞于徘徊中，尤其是已经进

入应用阶段的企业，更需要在长期的实际应用中去挖掘系统的价值。此外，在

ERP系统的选择过程中，应该多学习国际经验，建立科学的产品选择观。 

 

第一、分析和规划自身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需求。 

 

　　车间管理在选择 ERP软件之前，企业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需求，也就是企

业实现信息化要解决什么问题。当前，很多企业还是处在传统的手工管理模

式，还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渡阶段，企业管理有很多不足和缺

陷。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引进 ERP系统的主要目的。因此，企业在购买 ERP软

件之前，必须对自身的管理进行诊断和冷静的思考。在对现状进行认真分析的

基础上，做好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在规划中确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目

标，系统涉及的范围，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系统建设的阶段划分和进度要求，

并对企业在现行条件下可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可行性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 ERP软件选型的需`求任务书，提供给 ERP服务提供商，作

为软件选型的依据。这种信息化建设的前期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成为企业

信息化建设全过程的指导性文件，是各阶段实施工作的依据。"规划"的正确性

是非常重要的。"规划"既要保持一定的先进性，又要具有实用性。因此，"规划

"的编制是一件非常重要和严肃的事。企业决策层要领导和参与此事，车间管理

并抽调各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及信息化技术人员组成专门小组。如果企业缺

乏对 ERP了解的人员，可以聘请社会上专业的 IT咨询专家参与此项工作。 

 

第二、功能是否满足企业自身需求。 

 

　　在明确了企业的需求以后，使软件的选择有了依据。选择的 ERP软件的功

能与企业的需求相符合，是 ERP软件实施成功的关键因素。当前，在国内 ERP

软件市场上，ERP商品化软件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有些大型 ERP软件(特

别是一些国外著明的 ERP软件公司)，具有强大的功能，能较好地适合各类企业

的需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购买这些大型 ERP软件。 

 

　　特别是占企业总数中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财力有限等原

因，只能在国内 ERP市场上选择那些中小型 ERP软件。这些软件虽然都冠以

ERP的牌号，但由于软件开发商的历史、技术背景、应用的程度、投入的力度

等的差别很大，软件功能和性能上的差异也很大。因此，企业在选择这些软件

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被口头上的宣传所迷惑，要对软件的功能结构进

行认真地研究和考查。 

 

　　例如对制造业企业来说，首先要考虑软件是否适合自己企业的生产类型。

大家都知道，制造业的生产类型可分两大类：离散制造业和流程制造业。在离



散制造生产类型中，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大批量流水生

产、单件小批生产。这些不同的生产类型有着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不同的生产

流程、生产计划方式、生产组织和控制方式等)。 

 

　　对应不同生产类型，ERP软件将提供不同的生产管理解决方案相适应。多

品种小批量生产类型适用 MRPII/ERP传统的生产计划与控制功能，既由主生产

计划(MPS)-物料需求计划(MRP)-车间任务与作业管理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生

产管理系统的核心是物料需求计划模块，它将按零件提前期和相适应的批量准

则，组织零部件的生产和采购。因此，这类生产类型的企业在购买 ERP软件

时，要仔细考察软件是否具备以上提出的功能。特别是第三级计划-车间生产作

业(工序级)计划的功能，由于其数学模型比较复杂，实施难度比较大。 

 

　　有些软件此模块的功能比较弱，甚至有些软件根本就没有此功能;对于大批

量流水生产类型，在 ERP软件系统中，最适合的生产管理解决方案是 MRP/JIT

混合生产管理模式。在此方案中，零部件的生产准备计划和原材料的采购计划

是由 MPS-MRP系统去解决，而车间生产管理则采用按订单拉动的准时生产(JIT)

管理系统来完成。JIT准时生产管理系统遵循市场和订单拉动机制，真正做到

按需生产。JIT的计划模式是按节拍生产的流水线生产计划。 

 

　　在当前市场上的一些中小型 ERP软件，JIT功能很弱，甚至缺乏此功能;对

于单件和小批量生产类型的企业，一般是按客户订单来组织生产，按订单的要

求制造或装配，甚至是按客户的要求进行重新设计或改动产品。这种生产类型

的关键是如何快速地按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生产出客户需要的产品。为做到这一

点，要求 ERP系统具有快速将客户对产品的技术要求转化为基础制造数据的功

能，自动生成针对客户订单个性化要求的制造数据，如订单产品结购数据

(OBOM)和订单工艺路线数据等。在 ERP商品化软件中，这些功能通常是由配置

控制模块完成的。也可采用与 ERP紧密集成 PDM软件来完成。因此，这类企业

在购买 ERP软件前，要很好地研究着些瓶颈问题的解决方案，有针对性地考察

ERP软件。 

 

　　综上所述，要避免 ERP软件选择方面的风险，企业必须做好需求分析，找

到自己的特点和关键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考察软件，选

准软件，减少由于软件与企业不匹配而造系统实施的失败。 

 

第三、考察并评估 ERP 的成熟度。 

 

　　ERP软件包是一个大型的、复杂的软件，程序中的关联错综复杂。任何一

个软件包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和错误，只是程度的不同。企业应用 ERP能

否顺利地取得成功，与 ERP软件的质量和软件的可靠性有很大的关系。因此，

企业在选择 ERP软件的时侯，要认真考虑该软件是否成熟可靠，这是企业选择

ERP软件的一个重要标准。 

 

　　ERP是一个管理应用软件，它的成熟度自然与它在企业实际应用的程度有

关。ERP软件在开发成功以后，除了要经过严格的试验室测试以外，更重要的



是要经过在企业中的反复应用的过程中进行不断的磨练，通过对错误和缺陷的

不断修改和补充，使软件的可靠性和成熟度不断得到提高。试验室测试通是常

通过人为设计的程序和模拟数据进行的，具有一定的局限定性。而在企业现场

中的实际应用，软件会经受到大量的实际数据和复杂的业务流程的考验，这是

试验室条件不能比拟的。所以，企业在选择 ERP软件时，必需考查该软件公司

的历史和经历，考查该软件包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应用的客户数和应用效

果的评价，并且考查该软件商软件版本维护的机制。一般来讲，通过大量客户

工程化考验软件的质量和可靠性要高一些，企业要尽量避免成为不成熟产品的

试验场。 

 

第四、考察服务提供商的实施经验和能力。 

 

　　企业要想成功实施 ERP系统，在选择 ERP服务提供商时除了要认真考察该

公司提供的 ERP软件产品，还要重视对该公司实施 ERP能力和经验的考察。由

于 ERP系统的复杂性，在实施的过程中牵涉面大，要比其它的应用软件实施起

来困难得多。 

 

　　同时，ERP系统涉及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较多，特别对我国企业来说，ERP属

于新生事物，企业中缺乏 ERP的专业人才。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需要 ERP提供

商在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对 ERP项目的组织和实施技术更为重要。为做

到这一点，大型的 ERP供应商(特别是国外公司)，一般都有若干专业的咨询公

司为该软件做专门的咨询和实施服务，但对我国大多数的中小型 ERP软件公司

来说当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要求这些公司不但提供 ERP软件产品还必须

具有 ERP咨询和实施服务的能力。企业在寻找 ERP建设的合作伙伴时，不但要

求其软件好，要更关注该公司是否具备较强的咨询和实施力量，还要考查该公

司咨询实施的经历和业绩。 

 

　　ERP系统的实施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管理咨询和实施服务人员对 ERP系

统的经验和对企业现场管理的理解程度，对 ERP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ERP是

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如何把这些丰富的功能，结合企业管理现场的实际充分

地加以运用起来，就会取得可喜的效果。这正如医生看病一样，一个优秀的医

生如果只有医学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大量的临床经验。医生的经验越

多，他为病人的诊断就越准确，治疗方就案就越有针对性，治疗效果就越好。

同样的道理，在 ERP系统实施的过程中，只有具有丰富咨询和实施经验的专

家，才能为企业现行管理做出确切而中肯的诊断，才能提出优秀的解决方案，

才能成功地进行系统实施。 

 

　　因此，企业在选择 ERP合作伙伴时，要特别重视对实施经验和效果的考

查，要走访该公司的成功和失败的客户，多听听客户的反映，吸取其成功的经

验和总结失败的教训，保证 ERP实施成功。 

 

第五、ERP 的选型就是选择其实际功能。 

 

　　由于我国 ERP的开发与应用还在初级阶段，国内市场上销售的 ERP软件产



品在功能上和各功能解决问题的深度上都有很大差别。一般来看，MRPII系统

的传统功能，如进销存、财务、生产等各软件都比较完整。 

 

　　但在新发展起来的一些 ERP功能，如 JIT、CRM、SCM、DSS等，或者缺乏，

或者功能不完善。这可能是由于某些软件商的开发历史较短，应用的经验不足;

同时，也由于 ERP的这些新功能目前还缺乏通用的标准，这样必然引起 ERP软

件商在定义这些新功能时的混乱。因此，为企业选择这些功能时造成很大困

难。在选择这些功能时，不要只看表面，要看该模块实际上能解决什么问题，

特别是能否解决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决策支持是 ERP系统"能动性"功

能之一。在传统 MRPII的决策是面向结构化问题的决策，它所解决问题的决策

过程的环境和原则是能用明确的语言描述的。而在 ERP中决策支持功能增加了

新内容，它要求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大量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决策问题提供

解决方案。如新产品开发、投资决策、企业并购等决策。 

 

　　为此，企业在选择和评价 ERP软件的决策功能时，不能只从该功能的表面

上看，而首先要确认企业所需决策问题的框架，进而检查软件提供的决策功能

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其它的功能如 JIT、CRM、SCM等在各 ERP软件提供的功能

也存在很大差异，企业同样要给予注意。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企业在考查这

些软件功能的时侯，千万不要忽视该软件商实施这些软件的经验和这些模块应

用的效果。有些服务提供商在功能清单上虽然也列出了这些模块的介绍，但并

没有在客户现场中应用，技术服务人员对这些模块的理解还局限在概念上，对

这些新兴功能在企业现场应用缺乏实践经验。这对该系统成功实施造成一定困

难。 

 

总结 

 

　　因此，对于中国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而言，在 ERP系统应用方面需要进一

步加深对信息化应用的理解，需要更多地深入应用而非停滞于徘徊中，尤其是

已经进入应用阶段的企业，更需要在长期的实际应用中去挖掘系统的价值。此

外，在 ERP系统的选择过程中，应该多学习国际经验，建立科学的产品选择

观。 

 

　　在实施 ERP系统的选型的阶段应该运用 SWOT的分析方法进行对企业自身的

优劣势、面对外界的机遇挑战进行分析，通过对自身人员、制度、技术、资

金、文化、实施前景等方面的详尽的分析，形成科学的预测分析。这样，才能

够尽可能多地避免面对以后企业实施 ERP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保证 ERP

的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