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M 如何实现对 SCM、CRM、ERP 的一体化整合 
  
 
1、PLM 的价值 

 

    毋庸置疑，欧美、韩国等国家的 GDP 和产品利润率远高于大中国地区。让我们观察一下双方的盈利形

态，就会发现，台湾这几十年的发展大部分依赖于贴牌生产，虽然台湾号称生产世界上哪个品牌的笔记本

电脑、为世界级厂商制造晶片，但利润仅是欧美等厂商的几十分到几分之一。而和台湾当初几乎处在同一

起跑线、后来几乎面临国家破产的韩国经过短短十几年发展，其现在所生产的韩剧、制造的汽车充斥东南

亚社会的各个角落时，台湾人惊呼“其实我们很失败！”。懂得宏观经济的人都知道：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

距，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欧美等国家使用“产品至上、设计第一”的产品策略，而把低附加值、高环境污染、

高资源消耗的生产等环节转移到落后国家。 

    另外根据国内知名专家介绍和统计，国外制造业信息化是以产品研发为核心，再结合供应链管理、客

户关系管理等形成整合的信息支撑系统；而国内企业信息化大多以 ERP 为核心，台湾地区十几年前也是以

ERP 为核心。这种格局和欧美、韩国、台湾、中国的盈利模式完全适应的，但这决不是中国、台湾等想要

的格局。从欧美国家发展的轨迹和目前的格局来看，形成“产品至上”的研发策略是竞争的必然趋势。可喜

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正从劳动密集型向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设计方向发展，PLM 也在近几年发展的

红红火火。这种国内外应用软件的差别，台湾信息化的发展轨迹是值得深思的。 

回过头来看一下 PDM 的发展。PDM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诞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 CAD 数据管理、产

品配置管理以及对所有产品相关数据管理的过程，在 1997 年左右 PDM 的理论和应用比较成熟了，大多

数 PDM 系统可以管理企业研发部门的数据和流程，实现了在研发部门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信息，传

递给正确的人。与此同时 PDM 在提供产品数据管理的完整解决方案能力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无论从理

念还是实际项目中，PDM 系统并没有消除企业的信息孤岛，也没有提供给企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正如 ERP 的发展经历了 MRP、MRPII 两个阶段一样，PLM 系统在经历了 EDM、PDM 两个阶段后终

于出现在企业家和软件厂商的视野中来。和 PDM 不同，PLM 第一次提出了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概念，第一

次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角度研究软件的实现，第一次从全面解决方案的角度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优

化管理。以往的 PDM 产品，虽然或多或少有集成或有效性管理的功能来支持和 ERP、生产数据准确性，

但从来没有一个 PDM 软件可以有效的跟踪和管理产品的制造数据、质量数据、售后服务数据；在更改管

理和产品改型设计的支持上，也仅仅实现了设计数据发放和配置管理，并没有把产品问题反馈、客户建议

等更有价值的需求纳入到系统管理和解决方案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PDM 仅仅实现了开环的设计更改流

程，这和当年的 MRP 只能进行开环的生产作业计划何其相似。 

 

    目前，真正的 PLM 产品大多数以柔性的面向对象的体系来搭建产品数据框架，以流程管理协同

Internet 环境和企业的合作者和 ERP、CRM 等系统，以业务对象的生命周期控制产品演化策略和协同。

只有这样，PLM 系统才能完全支持在整个生命周期种价值链中构思、评估、开发、管理和支持企业业务。

正如一位 CIO 所说“有了 PLM 系统，ERP、CRM 和 SCM 系统才终于有了它们一直需要的东西——一个

可靠的、可以普遍访问到的、最新、最准确、最完整的产品信息源。” 

 

2、如何实现生命周期的协同 

 

    从以往的 PDM 企业应用来看，管理产品信息的更改以及保持对设计和制造过程的控制，通常被认为是

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对于如何管理具体产品数据和客户反馈更是一个盲点。要成功地实行“产品至上”的



盈利策略，必须提供一个适用的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和相互协作的基础架构，来高效汇集和管理不同

的产品信息并支持完整而有效的运作过程。 

 

    依据 PLM 业界经典的诺门架构（Norman’s Structure）（图 1），研发活动是所有活动的源头，而

PLM 系统是协同企业关键业务的核心架构。整个企业在前端由 CRM 系统与客户联系，在后端电子化采购

系统（eProcurment）或供应链管理系统（SCM）与供货商沟通；研发活动的产出—新产品的资料会传到

下端 MRP 系统进入生产程序；企业销货收入、成本、获利的贡献，会经由 ERP 系统的财务数字反应给管

理阶层得知。国外企业正是借这种架构并通过 PLM 系统为主的整合系统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协同运

作。 

 

具体来说，在 PLM 环境下的产品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协同运作（图 2）主要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销售：PLM 保存了产品定义的所有信息，销售过程的输入/输出均依据 PLM； 

 

    *设计:设计师直接从 PLM 中获得订单技术协议、以往产品的问题反馈、类似产品的解决方案、设计雷

区等信息和知识，然后使用 CAD/CAM/CAE 软件以及所有与这些系统配合使用的补充性软件，以协同的

方式在一起研发产品； 

 

    *生产和采购：在生产视图中管理产品技术状态和质量数据，在客户视图中维护产品出厂数据、客户服

务数据；而这些是 ERP 系统和以往的 PDM 解决方案不能成功解决却又对企业管理整体优化影响重大的业

务。 

 

    *客户：客户通过 Internet 访问产品维护数据、提交问题反馈、进行自助式服务，所有这一切，会给

用户准确的服务数据，并获得第一手的客户需求，用以指导产品的下一轮研发。  

 

需要说明的是 PLM 系统实现上述架构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在自身数据库里存储这些数据，而是使用

连接、整合的方法把分散在不同系统的数据融合为一个完整的、实时的业务数据。同时由于各个企业实际

情况不同，所选取的切入点也有不同。 

 

    我们目前在一个企业中采用上图模式实现 PLM 系统和 ERP 系统以及供应链系统的协同，采用的切入方

法关键如下： 

 

    (1)首先由 PLM 统一了设计、制造、采购等环节的物料数据。 

 



    (2)由标准化牵头，采购部门协助共同确定一定时间内的物料状态，物料共分为三种状态：优选、可用、

禁用，对于目前性价比差或采购不到的物料设置为禁用，性价比一般或低值物料设为可用，价格变化迅速、

性价比高或积压严重的物料设为优选。 

 

    (3)设计师在设计或更改时只能选取统一管理的物料，禁用物料禁止使用，已经使用的会强制设计师变

更。 

 

    (4) PLM 整合 ERP，不仅提供 PLM 系统存储的信息给设计师，还把 ERP 当前物料的库存、在制品等

数据整合在 PLM 界面中提供给设计师。 

 

    通过这种 PLM 协同 ERP 和采购供应链的方法，使得该企业的物流从源头上得到控制，该企业领导表示，

下一步将进行产品模块化设计在设计、生产、采购、客户服务中的推广，以此实现在成本最低、质量保证

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3、把协同进行到底 

 

    如上所述，使用 PLM 整合企业信息化软件的架构关键在于协同，在于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连接、

整合各个系统，并借此把供应链中上下游厂商及顾客的产品信息与制造核心流程互联互通，进而节省开发

及制造产品所需的成本及时间并尽可能的激发产品创新，设计出该行业的杀手级产品。 

 

    据国家财政部的一项统计表明，目前中国 8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已实现财务电算化和初步信息化，用

户数据积累已达一定规模，但企业数据的有效利用率却不足 7％。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用户缺少“能

够以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接近和把握信息”的工具。到目前为止 PLM 系统的整合框架应用案例中，对于各

个系统中的数据整合哪些、如何整合、如何协同整体业务同样也刚刚起步。 



 

    不难想象，在下一个 PLM 浪潮中，仅仅连接各个系统的数据是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的，如何用 PLM

更好的协同各个系统和业务将成为解决方案、软件设计的重点。软件设计中将重点考虑对协同模式的研究

和支持，而不仅仅是简单的 Check In/Check Out 和工作流。如何组成一个高度协作的企业研发团队、如

何整合现有的 CRM、ERP、SCM 系统、如何构建一个协同企业将成为下一代解决方案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正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就必须坚持“产品至上”的策略一样，PLM 系统要发展就必须把协

同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