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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P 系统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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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规划作为信息技术在企

业管理中应用的典型代表，近十几年

来一直为企业界所青睐。然而，ER P系

统的成本与效益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企

业管理者。一方面，ER P系统能整合企

业资源，提升和创造企业价值，其现实

和潜在效益不用置疑；另一方面，ER P

系统实施与运行中的巨额成本以 及所

带来的风险又令人望而生畏。企业在

实施 ER P 系统过程中，必须对成本和

效益问题进行分析，避免过度谨慎与

盲目跟随。

ERP 系统要花多少成本？

（一）初始投入成本

初始投入成本是指初次导入 ER P

系统时的费用支出，一般包括系统支

持平台成本、数据的转换成本、人员的

教育与培训成本等。

1、系统支持平台成本。ER P 系统

的应用是建立在企业内联网（In tranet）

平台之上的。所谓 Intranet，是将企业

内部各部门的计算机与数据库系统通

过通讯线路联结在一起，以达到资源

共享、互通有无的目的。构建 Intranet

所必须的计算机、 通讯设备及其相应

的系统软件的支出构成了系统支持平

台成本，在初期投入时，系统支持平台

成本是构建 ER P 系统的主要支出，也

是初始投入成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数据的转换成本。所谓数据的

转换就是将企业现行系统中的经营管理

数据，如产品设计数据、库存数据、生

产数据、会计数据、采购与销售数据以

及客户与供货商数据等，移植到ER P系

统结构数据库的过程。由于 ER P 系统

整合了企业各个部门的信息系统，为

管理层决策提供分析信息，因此，为了

使 ER P 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并达到预期

目标，必须要求原有各个系统的数据

能正确无误地转入到新系统中。为了

确保这一点，将转换过程分为初始数

据的装入和测试两个步骤。在初始数

据装入之前，必须将原有各个系统的

数据按照 ER P 系统数据结构的要求进

行整理，然后通过人工或磁盘转储的

方式将数据输入到 ER P 系统中；ER P

系统的数据库结构较为复杂，为了避

免在输入过程中发生差错，还必须对

已输入到 ER P 系统数据库中的数据进

行测试，找出其中的语法或逻辑错误

等。这个过程需要企业不同部门的人

员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其工作量视企

业的规模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这一

过程的成本也占初始投入成本的相当

比重。

3、人员的教育与培训成本。ER P的

基本思想是将企业的运营流程看作一个

紧密连接的供应链，包括供应商、制造工

厂、分销网络和客户；将企业内部划分为

几个相互协同作业的支持子系统，如财

务、制造、分销、质量控制、人力资源等，

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基础上，各子系统之

间实现高度数据共享和无缝集成。因此，

ER P 系统实施和应用之前，必须对企业

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对企业

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性

再设计，从而获得在成本、质量、服务和

速 度等方 面业绩的 戏剧性的改善”

（M .H am m er& J.C ham py，1991），使

企业能最大限度地适应以“顾客、竞争

和变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经营环境。

而要将这种管理思想渗透到每一位员

工思想意识之中，必须大力加强对员

工的思想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并不

断地将这种教育和培训始终贯穿在企

业经营过程之中，才能适应管理思想

的变革和技术的发展。这种用于员工

的教育和培训经费也是初始投入成本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二）运行维护成本

运行维护成本主要指系统的维护

与更新成本。系统维护是指保证系统

正常运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或例行

工作，可分为软件维护和硬件维护两

个方面。ER P系统一旦投入使用，对其

硬件和软件的维护就成了经常性工作，

针对这项工作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就必

不可少。当今时代，技术更新极为快

速：摩尔法则说明了计算机处理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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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能力（在同一价格下）每 18 个月

提高一倍，换句话说，同样处理能力的

芯片价格只是原来的一半；基尔德法

则指出通信系统的通频带宽度每 12 个

月增加为原来的 3倍。因此，在系统正

常运行的同时，硬件和软件将随着技

术的进步而需要不断更新，由此产生

了更新成本。
（三）ER P 系统的成本时间特性

从初始投入成本与运行维护成本

的构成要素可以看出，ER P 系统的成

本特性表现为初始投入成本巨大，特

别是系统支持平台的投入成本。随着

系统的试运行和逐步使用，其成本表

现为逐渐减少的趋势，而且不太稳定，

这主要体现为数据的转换和人员的教

育与培训成本。直到系统正常运行后，

成本才开始趋于稳定，并全部表现为

系统的运行维护成本。ER P 系统的成

本时间特性曲线见图 -1。

图 - 1

ERP 系统能为企业带来

实质效益吗？

（一）E R P 系统效益分析的不同视

角

1997年ER P教育培训的权威机构

A P IC S（美国生产与库存管理协会）的一

份评估报告指出，ER P系统给企业带来

的效益包括：（1）增加7%以上年营业额收

入；（2）比竞争对手缩短60%的库存周期；

（3）员工生产力比同业平均高出44% ；（4）

总周转时间比同业平均缩短 63 天；（5）

降低原材料供应成本50%。从信息技术

的投资目的来看，E R P 系统的效益具

体表现为：（1）实现企业跨职能运营，使

速度、效益和质量相结合，实现了重组

效益；（2）体现高效的管理，体现了加速

效益；（3）充分连接客户和供应商，产生

了连带效益；（4）使企业整体得以提升，体

现为创新效益。从企业的经营管理角度

来考察，ER P 系统的效益可表现为：（1）

提高工程开发效率，促进新产品开发；

（2）提高信息传递的准确、及时性，使管

理更有效；（3）解决库存难题；（4）保证对

客户的供货承诺，符合企业经营战略

的需要；（5）增强企业竞争力，扩大了与

竞争对手的差距。上述从不同视角反

映的 ER P 系统的效益，虽然能被我们

所认同，但是都比较笼统，缺乏相应的

指标体系和实证支持，难以进行深入

研究。

表 - 1

（二）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分析

从财务绩效的角度来进行考察，

可将 ER P 系统的效益划分为直接效益

与间接效益。直接效益是指通过观察

和测度所得到的效益指标具有可计量

性，即可以通过财务报表予以反映，如

人员的减少、存货的降低、利润的增加

等；间接效益则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

能体现，不能直接通过观察或测度获

得且不易量化的效益指标，具有定性

特征，如预算弹性的提高、成本结构的

改善、业务流程的改善等。以直接效益

与间接效益为基准进行分析和归纳，

得出的指标体系见表 -1。通过直接效

益与间接效益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

为后续有关 ER P 系统效益的实证分析

提供研究基础，从而能比较准确地把

握 ER P 系统投资所带来的效益。

（三）ER P 系统效益的时间特性

通过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分析可

以看出，在 ER P 系统导入初期，由于

使企业某些局部系统（如存货管理、 生

产规划系统、 财务会计系统等）的运行

效率得到改善而产生一定的效益。但

相关研究表明，随着企业全部资源的

整合并实现一体化运行，原有各部门

系统之间的差异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不

协调会使 ER P 系统在运行中出现一段

时间的混乱状态，表现出效益的降低

以致出现负效益。这时企业应根据市

场的内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业务流程，

效果才会逐步显现，这一过程约需 2～

5年甚至更久。ER P 系统的效益时间特

性曲线见图 -2。

图 -2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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