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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企业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标志。
所谓企业信息化，就是挖掘先进的管理理念，应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去整合企业现有的生产、经营、
设计、制造和管理，及时地为企业的决策提供准确而有效的数据信息，以便对需求做出迅速的反应，
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而以ERP技术为代表的企业信息化管理技术，不仅是企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企业实现计划控制
和经营决策的关键技术。
实践证明，企业实施ERP管理，能有效地压缩库存，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管理决策水平，增强企业
的竞争能力。
本书不是站在信息技术应用的角度逐一介绍。
ERP模块功能，而是从工业工程学的视角，把管理思想、信息技术应用与工业工程的方法融合起来进
行讲解，偏重于讲述ERP的基本运作原理，希望能使读者达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MRPⅡ的基础原理和管理思想并没有过时，而是完全融入ERP系统中，已经无法辨认
和剥离了。
其中MRPⅡ的管理技法更为基础和更具实效。
所以，在此把MRPⅡ／ERP视为一体予以介绍，在叙述原理时以MRPⅡ为强调对象，在介绍扩展功能
时则以ERP为主体对象。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 介绍ERP的背景知识和内涵，包括ERP是管理与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ERP的发展历史和ERP
的实践与发展；第2章 主要介绍ERP原理基础，包括3个重要概念、ERP计划的层次性和ERP基础数据；
第3～9章详细讲解ERP的7个核心知识领域（或模块）的内容，包括战略规划、主生产计划、物料需求
计划、能力需求计划、物料采购与库存控制、生产作业管理、成本管理；第10章 介绍ERP项目实施。
本书从逻辑性出发，叙述简明扼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ERP工作
的管理人员、计算机应用人员的培训教材或参考书。
本书每章配有思考练习题，这些习题既有概念性的说明，也有分析性的描述，更有一些演算推导题。
习题内容均围绕着各章的重点进行设置，覆盖了该章的主要内容，通过解答这些习题可以基本掌握各
章的重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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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ERP基本运作原理。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介绍ERP的发展历史；第2章介绍ERP的原理基础；第3～9章详细介绍了ERP的7个核心知识领域
（或模块），包括战略规划、主生产计划、物料需求计划、能力需求计划、物料采购与库存控制、生
产作业管理和成本管理；第10章介绍了ERP项目实施。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类、经济类等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从
事ERP工作的管理人员、计算机应用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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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物料需求的连续性。
按照这种假定，必须认为需求相对均匀，库存消耗率稳定。
而在制造业中，对产品零部件的需求恰恰是不均匀、不稳定的。
库存消耗是间断的，这往往是由于下道工序的批量要求引起的。
即使最终产品的需求是连续的，由于生产过程中的批量需求，引起对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需求也是不连
续的。
需求不连续的现象提出了一个如何确定需求时间的问题。
订货点法是根据以往的平均消耗来间接地指出需要时间，但是对于不连续的非独立需求来说，这种平
均消耗率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采用订货点法的系统下达订货的时间常常偏早，在实际需求发生之前就有大批存货放在仓库
中造成积压。
而另一方面，却又会由于需求不均衡和库存管理模型本身的缺陷造成库存短缺。
（3）提前期的已知与固定。
提前期是已知的和固定的，这是订货点法最重要的假设。
但在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
对一项指定了6周提前期的物料，其实际的提前期可以在2～90天的范围内变化。
把如此大的时间范围浓缩成一个数字，用来作为提前期的已知数，显然是不合理的。
（4）重新填货。
库存消耗后应被重新填满，按照这种假定，当物料库存量低于订货点时，则必须发出订货，以重新填
满库存。
但如果需求是间断的，那么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合理。
因为很可能因此而造成库存积压。
例如，某种产品一年中可以得到客户的两次订货，那么制造此种产品所需的钢材则不必因库存量低于
订货点而被立即填满。
“何时订货”被认为是库存管理的一个大问题。
这并不奇怪，因为库存管理正是订货并催货这一过程的自然产物。
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却是“何时需要物料”，当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何时订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
解了。
订货点法通过触发订货点来确定订货时间，再通过提前期来确定需求日期，其实是本末倒置的，从而
引发了MRP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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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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