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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系统在内协项目中的应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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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201306） 

 
摘要：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是信息化时代企业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其核心是

将企业各方面的资源（包括人力、资金、信息、物资和技术）充分整合和优化，进而提高企业的资金周转率、仓

储周转率和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等。以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业务交互现状为实例，通过研究企业间的业务协作物流模式，分析当前协作

式物流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梳理、定义、优化一体化物资及财务管理业务流程，建立适应企业现状的物资

与财务管理模式，构建并优化跨公司、跨地域的一体化信息平台，即造船企业管理（Shipbuild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SEM）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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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is a key component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information 

era, where the core is to integrate and optimize all the enterprise resources including manpower, capital, information,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capital turnover and storage turnover;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and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Taking the business interaction of three enterprises - Shanghai Waigaoqiao Shipbuilding Co., Ltd, 

Shanghai Jiangnan-Changxing Heavy Industry Co., Ltd and Shanghai Waigaoqiao Shipbuilding & Offshore Co., Ltd. as 

the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ogistics collaboration model among the enterpris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in the collaborative logistics management. It sorts out, defines and optimizes the integration of material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establishes the material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mode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terprise’s 

situation, builds up and optimizes the cross-company and cross-regio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platform, i.e. the 

Shipbuild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 (SEM) system. 

Key words: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process optimization; integration 

0  引  言 

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系统是美国 GantnerGroup 公司提出的，在理念上

仍以企业制造资源计划（MRPⅡ）为核心，但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 MRPⅡ，可为企业综合管理提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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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服务。在 ERP 系统的基础上，国内各大船舶企业各自的管理系统应运而生[1]。 

随着造船业的飞速发展及总装化造船模式的不断深入，外包外协、合作双赢模式被各船厂普遍认同并 

采纳。特别是受金融危机和船市低迷的双重影响，加强合作、盘活资源、实现双赢成为阶段性的迫切需要。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造船”）顺应需求，开发出基于.net 平台的造船企业管理

（Shipbuild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SEM）系统，以设计、物资和生产模块为主线，不仅实现了物流、

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三流合一”，更实现了信息技术、现代管理技术和制造技术的“三术结合”[2-3]。 

1  内协业务需求与流程分析 

1.1  内协业务介绍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重工”）、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外高桥海工”）和外高桥造船之间存在业务内部协作及资源共享，

致力于逐步推进形成“两岸三地”的一体化管理模式（见图 1）。 

目前外高桥造船和长兴重工均具备整船建造能力，存在的协作关系主

要是船舶总装场地资源（船坞）的有效配置，属于外高桥造船合同的船舶

有些调配到长兴重工的船坞建造，属于长兴重工合同的船舶有些调配到外

高桥造船的船坞建造。当这 2 种情况发生时，船舶的生产物资（包括钢板、

油漆、舾装件、设备等）均需转移交货地点，涉及的业务有公司之间的物

资调拨、调配、领用和结算等。 

外高桥海工投产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海洋工程订单量普遍下

降，新订单尚待发掘和承接，其船舶建造能力尚需在后续二期、三期项目添置到位后逐步提高。因此，外

高桥海工目前的主要业务是为外高桥造船和长兴重工的船舶建造配套，承接结构件（包括分段、舵叶、上

层建筑及大型舾装件等）制作，致力于打造商品化的中间产品，制作完成后用驳船运回外高桥造船和长兴

重工总装场地组装搭载成型。目前外高桥海工已具备每月生产 200 只分段的能力，月投钢量约 10000 t。 

在内协业务中，所有涉及的物资均由外高桥造船或长兴重工负责采购并配送到临港，而物资的接收、

理料、存储、发放和交账结算等由外高桥海工负责。 

1.2  基本业务流程 

造船业是典型的具有装配特征的大型单件制造行业，材料成本占船舶建造成本的 60%~70%，物流管

理的提升（特别是船舶物流信息化的深化应用）一直倍受关注。传统装备制造业的物流管理存在信息化基

础薄弱、流程缺乏整体规划、管控模式单一和账物分离等问题。 

1) 缺乏整体规划。由于多数企业在发展初期的信息化建设中缺乏对整体战略的考虑，各流程子系统平

台及信息模型不一，导致各系统间形成信息壁垒，各职能部门间的信息疏通不畅，信息处理不及时、不准

确，信息的重用性差，妨碍了企业信息化的整体发展进程。 

2) 账物分离。基础管理薄弱，流程与制度不规范，成本设计、统计、监控及分析等方面的管理较为粗

放，财务与物流脱节，经营分析滞后。 

外高桥造船的 SEM 系统是在消化吸收韩国造船企业 CIMS 系统的管理理念的基础上研发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信息系统。通过对企业内部流程进行分解固化，搭建平台整合物流、财务、信息流和生产流，

实现对船舶项目从计划到生产、从资金到物流、从原材料到产品的全面掌控[4]。 

SEM 系统从功能上分为设计模块、生产计划模块、物流管理模块和财务管理模块等。相关模块在操作

上相互独立，在数据逻辑上相互关联，并分别通过独立模块进行相关信息的统一分析及展示；其整体的运

作依托公司各项大中小日程计划，其物流基础流程见图 2。 

 

图 1  三地协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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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外高桥造船物流基础流程 

该物流管理模式原先是基于一个业务公司主体进行的流程管控，一批订货物资签订合同（PO）后，只

能按照订货信息将到货物资登记入库及进行入库后的发放工作。订货、物流和资金核算等均为单线跟踪、

单向管理。通过 SEM 系统的管控，有效地提供了企业内部信息共享平台，规范了各环节的流程制度，理

顺了生产计划与物流管理，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内部的效率优化和产能提升[5]。 

1.3  内协业务需求 

随着外高桥造船不断发展，特别是在长兴重工和外高桥海工加入之后，3 个独立运作的公司在管理上

深度融合、在生产业务上优势互补，形成了集团化运作机制。由于企业规模迅速扩张而演变成三地协作模

式是在设计信息系统构架时未曾考虑和预见的，因此对流程环节有严格定义、对业务有精准管控的 SEM

系统不具有管理的兼容性，无法柔性支撑内协业务的管控。 

当将 SEM 系统引入到跨公司间的协作之后，由于物资的跨公司移动，原来单一公司体制下相对完整

的物流闭环在实际物流需求中不再封闭，开始涉及跨 2 个公司间同等业务部门（如资财部、配套部、加工

部、组立部等）的信息交流、不同公司间针对同一工程项目或不同工程项目的物资调配、进出库账务及相

互间财务结算等一系列问题。 

在内协业务开展初期，若延续 SEM 系统原有的管理模式，则只能保证外高桥造船本部的业务流程，

同类物资无法兼容其他公司主体同时在线操作。由此，其他公司的物资管理就只能依托手工台账来跟踪

管理，而面对每月上万吨钢材及其他上万件流通量的舾装物资信息，手工台账跟踪方式显然不合理。经

过研究讨论， 终提供的解决方案为：所有外高桥造船订货物资账务均按其本部的管理流程实施业务单

据的操作流转，物资实物根据工程分工需求供应，收货方对物资的信息管理仍沿用 SEM 系统进行，相

关数据源由收货方清点实物后根据物资清单进行虚拟入库管理，实物发放仍沿用既有的系统管理渠道。

简言之，外高桥造船根据合同信息及到货反馈信息进行系统入库管理和出库管理，以便核销账务，满足

财务管理需求；外高桥海工则利用系统进行实物管理，满足现场生产需求。这样，系统中一批合同物资

会产生 2 次入库数据和 2 次出库数据，分别为财务管理流和实物管理流。利用该操作模式，外高桥造船

可实现整个物资流和资金流的管理控制，而外高桥海工的实物管理对系统功能的需求也得以满足。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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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物资管控模式见图 3。 

 

2  模式优化与流程再造 

为解决内协物资的管理，提出按照物资清单进行系统

外挂导入的方案，可暂时满足实物的仓储管理需求。按该

操作模式，从表面上看 2 个主体账务独立核销，互不影响，

但存在的问题是外高桥海工的实物管控与外高桥造船本

部 SEM 系统的数据脱节，企业账面库存与实物库存脱节，

无法简单有效地管控物资的状态，无法通过 SEM 系统与

外高桥造船进行物资对账核销，不但效率低下、数据冗余，

而且无法避免财会和库存数据失真，长此以往会造成大量

库存滞留。换言之，按照既有的物资管理流程，长兴重工和外高桥海工内部协作中的物资管理基本上属于

实物管理，而外高桥造船为账务管理。 

对于甲方供货物资，采用系统虚拟入库方式进行实物管理，虽已基本上满足库存管理要求，但长兴重

工和外高桥海工的入库、发放数据在流程上与外高桥造船脱节，在财务账务管理上仍是空白。实物与账务

相分离，只能通过人为的 2 次进库、2 次出库的账务比对加以确认；而外高桥造船本部在进行财务结算时

必须按大宗物资整进整出的方式粗放做账，无法与实物相对应，导致库存数据失真。将财务与实物管理相

分离的管理流程也无法实现实物在公司主体间的调配管理和系统跟踪，难以满足公司主体间的物账互通核

销要求，该管理模式与现代物流和库存管理理论相背离，仅是权宜之计。 

对于独立运作的公司，信息系统的设计规划和应用需与公司的定位及业务流程紧密结合，起到业务支

撑作用，以提升管理效率。按照现有的操作模式，临港公司独立采购的物资物流基本上照搬外高桥造船的

操作模式，可依托现有的 SEM 系统进行独立运行。但是，涉及内协项目的物资物流属于外高桥海工系统

外的物资物流（称之为内协物资），需纳入到外高桥造船或长兴重工的采购流程和收发货管理中。相关内

协物资从外高桥海工仓库出库后，在内协项目所在地仍存在物流、财务的流程管控需求，而受现有信息系

统的限定，该物资在 SEM 系统中的状态是已出库核销，无法再次按照采购信息入库，进而难以按照现有

的系统流程进行跟踪管控。显然，现有的信息管理模式无法有效支撑子公司业务的独立开展。因此，对内

协业务在 SEM 系统中的模式进行策划迫在眉睫。 

基于此，外高桥海工成立课题小组，会同两岸三地的信息部、配套部和资财部等部门一起研究讨论，

协商推进 SEM 系统下跨公司主体间的物资出入库管理模式和流

程再造。 

2.1  系统方案初始策划 

以既有的 SEM 系统为依托，共享现有的数据库，复制外高

桥海工的流程模块，批量增加现有的业务模块，实现相同业务、

不同公司的独立运行。满足外高桥海工需求的 SEM 系统方案策

划（见图 4），系统方案按照以下分工实现： 

1) 双方共用基础数据，相关功能主要由外高桥造船实现； 

2) 共用物流订货 POR 和 PO 数据，相关功能主要由外高桥

造船实现； 

3) 共用到货、入库数据，相关功能外高桥造船和外高桥海

工均可实现； 

4) 库存、出库、退库和财务数据独立，相关功能独立且允

许流程存在差异；  

图 3  内协初期的物资管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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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高桥造船和外高桥海工均新增外高桥海工库存接收、资源调拨和财务报表等 3 个功能，实现数

据的交互； 

6) 在外高桥海工库存接收和资源调拨环节，可根据具体业务需要实现两公司主体间的销售-采购模式

或借用模式。 

2.2  方案的优势和劣势 

2.2.1  优势 

1) 不干扰外高桥造船现有的业务管理系统； 

2) 现有流程复制，操作简单，便于外高桥海工快速实施； 

3) 流程相对独立，便于根据外高桥海工业务“裁剪”系统，因地制宜地进行新增需求的快速开发和维护； 

4) 有利于两岸三地数据的交互及两岸三地整体报表的制作； 

5) 基于外高桥海工与外高桥造船的从属关系，两岸三地的整体报表和外高桥造船的“宏观调控”均有

可能成为用户的关注点，流程和功能模块独立有其便利的一面。 

2.2.2  劣势 

1) 为同时满足 2 家的业务需要，信息系统中必须并行 2 套具有相同功能的流程模块，功能结构上冗余，

数据重复，增加大量功能表单； 

2) 系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冗余数据，由此带来业务数据失真风险； 

3) 2 家公司之间的数据对接需要合理规划，确保及时、同步、互不干扰； 

4) 日常对账校核工作不可避免； 

5) 若使数据库功能表单部分独立，需进一步划分其独立功能清单； 

6) 外高桥海工与外高桥造船的接口功能需重点分析，相关开发和维护的工作量较大。 

2.3  系统后续改进和优化 

通过对内协业务深入分析，结合外高桥海工的业务定位，经过多次探讨交流，对上述方案进行了改进

和优化。该改进和优化既要解决上述方案中的问题，兼顾系统逻辑和业务流程的实现，又要做到简洁高效，

以此为原则，不影响外高桥造船原有系统和业务的正常运

作，同时保证数据库共享同步，不同子公司间业务关联、

操作独立。此外，确保不产生冗余数据，在对物资进行有

效管控的同时，不额外产生干扰数据，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和系统的兼容性。优化后的 SEM 系统应用方案见图 5。 

改进和优化的基本点是：通过在各公司主体间新增在

途库位，实现全过程的物资状态监控；通过交接确认，实

现物资产权不变更条件下实物管理权和账务管控权的度让

与接替，从而将所有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物资纳入到库

存系统管理中。此外，在系统中开发物资移库管理功能，

实现不同公司之间物资的转移监控，按照移库模式进行移

库登记、移库接收、移库单打印及修改等操作。 

优化过程中引入以下规范概念，区分和厘清相关物资

界面： 

1) 主体是指不同分工的单位或个人； 

2) 物资接收主体是指实物物资的接收方； 

3) 授权物资操作主体是指有权对物资进行订货、收货和发放的操作方； 

优化过程中体现以下原则： 

1) 账物一致原则。无论按照何种流程步序，各物资操作主体均应满足“订货、到货、发放、库存”台

图 5  优化后的 SEM 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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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信息与实物信息一致（准确性）。 

2) 短路线原则。在保证账物一致的前提下，授权物资操作主体与物资接收主体保持一致，通过授权

操作或其他方式，减少中间实物流转、信息流转等冗余环节，使效率 高、信息及时有效（高效性）。 

3) 唯一性原则。在遵循 短路线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物资的不可复制性和分割性（即 1 批物资只能有

1 个 终存放地点），1 批物资只能由 1 个主体初次接收、1 个主体 终发放，不可能存在 2 个主体同时入

库和同时发放（排他性）。 

4) 信息共享原则。不同主体对物资的授权操作分工遵循 短路线原则，但对各主体操作结果要求共享

信息资源，相关分工协作人员均可授权查询信息（共享性）。 

2.4  具体业务的实施 

通过对策划方案的逐步优化，使外高桥海工的信息化工作需求得以明确。优化后的 SEM 系统可突破

单一主体的内部业务循环，将外高桥造船和外高桥海工的业务管理、数据信息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既实

现各自主体内部的业务循环管控，又兼容相互之间内部协作的物流管控。简言之，通过优化，可实现外高

桥造船和外高桥海工的业务在集团化模式下的供应链管理，从而在信息系统支持方面为公司搭建集团化运

作的高效供应链管理平台。 

外高桥海工的信息化管理随着方案的优化得以快速实施，在配套部，相关的登记、审批和执行工作已

全面实现系统化、无纸化。从订单的下发开始，登记、审批、运行、到货、发放和财务结算等都通过该系

统实施，且各环节均可实现流程受控、审批受限和状态清晰，有效规范业务行为，提升管理效率。相关的

业务流程见图 6。 

 

图 6  厂家直送物资的业务流程 

对于两岸三地的内协物资，在业主供货处理方面责任和权利清晰，可完美实现系统管控。通过利用 SEM

平台搭建内部信息共享平台，可充分解决跨公司、跨地域的管理信息数据对接难题。库存物资移库的业务

流程见图 7。 

在具体流程优化过程中，始终秉持智能、高效、简洁的原则，确保系统优化的整体效果。通过对供方

资源进行整合，对 SEM 相关系统进行优化和应用，外高桥造船和外高桥海工实现了对企业内外部物流的

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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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库存物资移库的业务流程 

3  创新及成果 

近几年，随着优化后的 SEM 系统全面推广应用，外高桥造船和外高桥海工在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益方

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建立总装协作式管理模式。总装协作式造船是船舶行业的发展趋势，通过外高桥造船和外高

桥海工内协项目的业务管理实践，融合协作式物流管理和集团化财务管理，有效体现出先进的造船理念和

管理思想，相关管理理念和系统实现的模式思路对建立总装协作式生产与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

意义。该项目的研究应用可实现库存统筹，通过对库存的分布及使用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制订合理的调拨

计划，实现库存总量 优化和库存成本 优化，满足集团化物流与财务管控要求；通过灵活的核算考核机

制，满足横纵双向的成本统计及财务状态分析需求。 

2) 规范并细化业务流程，理顺管理逻辑，管理效率得以提升。通过内协项目中 SEM 系统的应用优化，

梳理制订一套覆盖物资、财务和子公司间交接等内容的完整业务流程，明确规定各业务部门的工作职责及

各业务节点间的关系，有利于梳理固化业务流程。通过系统申请预约和多种发放模式，规范领用行为，使

领用更具计划性和指导性；通过移库交接单流转，规范公司主体间的交接流程，使物资交接更通畅，公司

间的物流信息流更具透明性和规范性。 

3) 提供先进的信息管理手段，有助于降本增效、提升效率。实现业务处理的计算机化、账单的电子流

转确认和数据的无缝连接，让企业摆脱手工实物账本，不仅能降低传统方式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更可提高流程的严谨性、操作的规范性和无纸化办公水平，节约费用近百万元。 

4) 生产计划的准确性方面有明显的提高。物资生产信息的有机结合及申请与领用的有效统一可大大提

高生产部门周需求计划的准确率，由原来的 50%~60%上升到 80%以上。 

5) 满足物量和金额双向管理，物流模块处理物量信息和实际金额信息，成本核算模块针对财务处理移

动平均金额信息。这样既可与财务并轨，又能针对财务核算模式的多变性满足财务的多种核算模式选择。 

6) 提高核算的效率和准确性，解决跨公司、跨地域条件下的账物统一，使得财务可随时通过系统数据

进行成本核算，系统自动生成核算台账，在保证数据正确性的同时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7) 大大减少库存量，通过系统对跨地域的物料移动进行跟踪管理，提高采购、库存信息的透明度，可

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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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提供各种物资的库存情况及资金占用情况，了解平均使用量、积压和超储情况，为采购和生产提供动

态信息，使得采购计划和生产准备计划更符合实际，有效减少盲目采购、过量采购，物资的库存量大幅压

缩到原来的 60%。 

4  结  语 

本文以外高桥造船、长兴重工和外高桥海工的业务交互现状为例，通过研究企业间的业务协作物流模

式，分析当前协作式物流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梳理、定义、优化一体化物资和财务管理业务流程，

建立适应企业现状的物资与财务管理模式，构建并优化跨公司、跨地域的一体化信息平台。该平台的应用

可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为公司提供决策依据和支持，实现多公司主体间的信息传递，使企业内外部资源

和信息得到充分共享和有效利用，实现集团化财务管理与控制，为集团利益 大化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该优化项目的成功实践可为类似的集团化运作管控提供借鉴，尤其是大型制造企业，在内部协作紧密、

业务相互交错的子公司间可有效地对计划衔接、物资物流和资金账务进行整合，打造高效运作的管控平台，

提供一种简洁清晰、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当然，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运作环境，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管控机

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管理需求，具体业务落地和目标达成还需因地制宜、灵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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