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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許多企業導入ERP系統，在台灣導

入ERP系統的公司也不少。在日本剛好碰上千

禧蟲危機的話題，也是第一次的導入高點，特

別以SAP為代表，許多ERP系統由於廣為人知

而出現導入風潮。我的公司也曾檢討ERP系統

的導入，由於認為千禧蟲危機會產生很大的風

險，因此直到解決千禧蟲問題之後，才開始導

入ERP系統。那時候，筆者身為計畫負責人開

始導入ERP系統，兩年後才開始真正去使用。

此外，由於筆者也參與過北京合資企業的計

畫，因此也有導入中國ERP系統的經驗。

 ERP系統從大企業到小公司，導入的範圍非

常廣泛，另一方面，時常聽到有超過60％以上

的機率會導入失敗，無法獲得預期的效果。此

外，實際上從下游的成本管理和會計功能的運

用為中心，以ERP系統的特長來說，有許多事

例是從上游的MPS／MRP的計畫來帶動一連串

的功能。我們可以從日本和北京的事例來看，

導入、運用ERP系統的經驗與台灣企業的現狀

相比較，試著去思考若是要成功導入與活用，

必須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導入ERP系統失敗的問題點

一般來說，導入ERP系統失敗的原因區分

為導入前後與導入途中各階段所出現的問題。

在導入前如果無法讓整個公司了解執行目的，

很容易因為現狀而出現半途而廢的狀況，即使

有一部份能確實執行，也無法讓整體獲得最佳

化。另外，目標與導入效果沒有定量化的話，

不只是經營高層，也無法獲得員工的支持，很

容易出現中斷的情況，無法提升導入後的效

果。事前將目的與目標效果定量化，明確訂定

出成本效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選擇E R P軟體套件時，若是沒有將功能

需求與執行方法加以明確化，在導入途中容

易遇到停滯，運行後也會出現很多不滿的聲

浪。使用者對於軟體的使用要求必須加以明

確化。另外，功能需求與軟體功能的磨合度

不足時，在導入途中出現產生誤差的狀況，

費用與排程時間會因此而大幅增加。因此在

選擇階段時，必須確實地進行磨合，才能在

短期內順利使用軟體。

如何成功導入與活用ERP系統

1 9 4 7年生，日本岐阜工業高等專門學校 ( G i f u  N a t i o n a l  C o l l e g e  o f  Te c h n o l o g y )機械工學系畢

業，現任岐阜高專產官學合作顧問、K - S U P P O R T負責人、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團隊成員。任職

O K U M A公司4 0年，前期在生產技術部負責主軸加工F M S、車床組裝線與FA工廠管理的設計與建

構工作；後期在生產管理部導入E R P系統、建構標準時間設定系統，並在北京的合資企業導入中

國版ERP系統。2009年自OKUMA退休，轉任製造管理顧問指導工廠改善，並擔任人才培訓講師。

文 ◆ 桑原喜代和

桑 原 喜 代 和
(Kuwabara Kiyokazu)

172  工具機與零組件︱2015．12



在導入時，現狀的業務分析與需求的選擇取

捨，若是沒有與之後的執行方法深入檢討，很

難達到預期的效果。為了分析現狀、找出達

成目標的要件，事前的準備相當重要，並且以

此為基礎進行軟體功能與適性與差異分析（f i t 

and gap analysis）。這時候，即使設定太高

的目標，也無法立刻實現。因此一開始不要貪

多，設定出達成目標的步驟，一步步確實地向

上提升，最終將能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

導入ERP系統後，若是無法擺脫目前業務

運作與管理方式，不僅無法順利進行ERP的

導入，也會背離標準功能、使增加改造與維護

成本劇增，無法提升效果。近來軟體本身的完

成度很高，必須要努力使其符合標準功能。另

外，若是沒有了解軟體功能、決定好運用方

式，無法實現的項目也會變多，難以發揮導入

效果。在開始運用的階段，我們必須抱持著自

己也是參與計畫一份子的心情，讓現場人員製

作出代表最終成果的操作指南，就會距離成功

更接近。

在以上各個階段，若是無法發展出一套同時

推動經營高層與現場人員的體制，無論花多久

時間都無法實際運作，並浪費許多時間。另

外，實際運作後沒有提升士氣，發生操作上的

失誤，管理水準沒有提升，都無法產生導入效

果。ERP系統的導入不只是資訊系統，也必需

要改革組織與業務。為此經營高層要擁有領導

能力，讓全體人員抱持共通的目標，以整個公

司都能參與在其中為最重要的前提。導入ERP

系統之後，若是沒有出現成效，必須要回溯到

剛導入的各階段，找出失敗的原因加以應對，

才能將停滯的狀態加以突破。

ERP系統的成功要件

在 1 9 6 0年代提倡M R P的奧利弗‧懷特 

（Oliver W. Wight）定義出「MRP成功的六個

要件」，由於ERP的核心是MPS與MRP，以下

將ERP需要的六個要件介紹給大家。 

一、適當的標準值

在各個相關部門當中，設定各個零件的批

量尺寸、安排方式、前置期、安全庫存的標

準值與加工、組裝的標準順序，登錄在 ITEM

（零件標準）或SR（工序標準）當中，而整頓

ITEM、SR與BOM這三個主要標準就是以MPS

／MRP作為前提。

二、正確的零件表

在MPS／MRP當中，BOM是以零件表為基

礎，安排全部的單元零件與產品。為了正確安

排這些內容，要以BOM的精確度為前提，要求

100％的精確度。只靠設計部門的努力非常困

難，必須要靠相關部門的支持與反饋才能達到

目標。

三、庫存高精確度

一般來說，為了讓MPS／MRP成功必須要

達到99.9％的庫存精確度，庫存資料不只是倉

庫的庫存，也包含了已安排完成準備入庫的零

件。提升精確度時，不只是需要進行盤點，在

進行出入庫作業時也要隨時確認現有的數量。

四、毫不遲緩的實績報告

現場目前是什麼情況，即使沒有人員隨時

走動確認，讓現有的情況立即可視化反應出

來非常重要，必須能夠及時反應實際情況、

正確收集資訊的體系。使用POP（Poin t  Of 

Product、生產時點情報）實績收集系統，能

夠獲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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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際使用者的理解與協助

所有部門共同協力才能完成一套系統，如果

其中有部門偷工減料的話，會使所有的努力瞬

間白費。因此不只是自身的部門，必須要讓

所有部門能夠瞭解大家要為同樣的事情一起努

力。透過在現場製作使用手冊，能讓使用者更

有願意參加與投入。

六、經營高層的強力後援

為了能讓系統成功運作，要使經營高層明確

地支持為前提。若是高層漠不關心會影響到整

個公司，大家對於操作使用不再產生緊張感，

正確度無法維持下去，對於系統的信賴感也會

逐漸消失。

今年春天，我訪問了在10年前導入ERP系

統的北京合資企業，並詢問運作情況。現在雖

然仍在繼續使用該系統，但是已經失去了當初

剛完成時的期待情況，同使也產生許多尚未解

決的問題。特別是在主要標準與庫存精確度沒

有提升，此外，由於經營高層與現場使用者的

使用意識低迷，對於系統有許多不滿，因此無

法有效地加以活用。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

定期會去北京訪問，協助他們重新進行系統導

入、並檢討運作方式。

善用ERP系統企業的特長

十幾年前，我在過去主導ERP系統導入的公

司中，從上游到下游整體的功能順利運行，使

ERP系統成效擴及整個企業，這家公司在運用

ERP系統上有三個特長，在下面做出說明。

第一個是完全轉移到ERP系統，再轉移時一

開始雖然會和過去主要的系統同時運作，但是

隨著系統的切換，會將舊系統完全撤除，一旦

讓舊系統繼續存在，大家已習慣過去的操作方

式，就無法順利的轉移到新系統。從電腦系統

轉移到ERP系統時，若還留著過去的電腦介

面，很容易也將過去的舊功能一起轉移，這並

非是件好事。

 第二個是更廣泛地運用數據資料，ERP系

統的畫面與帳務是運用上的最低限度，此外，

實際使用時也有很多不實用的地方。雖然可以

增加製作資料的程式，但是最好能夠開放資料

庫，讓使用者能自行製作資料。具體的方式是

讓使用者從EXCEL當中擷取出必要的數據，編

輯出自己需要的資料。這個EXCEL工具是任何

使用者都能自由使用，不用依賴系統部門也能

靠自己製作出資料。

第三個是數據精確度與整體最佳化。組合型

的企業當中，最重要的課題就是缺料管理。

為了進行管理，製作各種不同管理資料、進

行各個會議，到開始組裝的階段為止，必須要

將缺料問題完全消除。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使用

EXCEL工具擷取出數據資料，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消除缺料問題，並進行其他的業務工作。

以上是從ERP系統的導入到成功運作中會出

現的問題與成功要件，並將各種活用方式的特

長介紹給大家，希望對於目前正在導入ERP系

統，但是成效不彰的企業能有所參考價值。雖

然無法順利運作的狀況時常會發生，但是能夠

提升成效的地方也不少。希望大家對於現狀不

要輕言放棄，而是繼續努力改善，這才是最重

要的事情。現在我所支援的台灣企業在ERP系

統的運用上非常努力，同時也有協助北京的合

資企業重新改善ERP系統，期待下次有機會能

將這些內容提供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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