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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纺织行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行业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我国纺织业近年来面临着更多的机遇

和挑战。需求变化加快，市场竞争加剧，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应对快速的市场需求变化，提高我国纺织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

及市场竞争力，是我国纺织企业面临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

课题。研究表明，我国的纺织企业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产品

结构的不合理，对市场需求不敏感。

本文基于全面预算原理，概述了全面预算基本内容及其体系

结构，阐述了全面预算、企业决策与快速反应之间的内在联系，
，

构建了纺织企业全面预算主要内容及其管理体系的逻辑结构，分

析了纺织企业全面预算与主要反馈内容对调整企业产品结构、提

高企业市场应变能力的作用和影响，结合已有的纺织企业销售决

策支持子系统、生产决策支持子系统和采购决策支持子系统，提

出了建立纺织企业快速反应系统的基本原理，并就纺织企业决策

方案全面预算与快速反应系统的实现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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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系统总体设计，实现了系统中的主要功能。

在系统主要功能实现基础上，应用某纺织企业2005年度相关

生产经营数据进行了测试，并与该企业年度财务报表、财务指标

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系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全面预算与经营成

果快速反馈功能。对快速全面预算和经营成果反馈数据及其财务

指标数据进行详尽的分析，即可发现企业经营中所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决策方案的调整、再预算、再分析和再调整，直至产生较

为合理的、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和销售结构为止，这对

优化纺织企业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进而提高纺织企业

经营效益和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快速反应，全面预算，决策支持，决策优化，纺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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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ile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porting

industries．As the step of globalization accelerating，the textil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is facing more challenge．The demand is

changing，the competition is more intensive．How to deal with the

changing market demand and how to promote the textile industry’S

quick response ability and competitive ability?It is a very important

problem which presses for solution．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 in textile industry are：the unreasonable product

structure and insensitive to the market demand．

Based on master budget principle，this thesis summarizes the

basic content of master budget and it’S system structure，expat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ter budget，enterprise decision and quick

response，between master budget，enterprise decision and quick

response，sets up the basic master budget content and logic structure

of textile industry,analyses the effect which the textile industry

master budget and feedback content provides to the product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promotion of response ability to market．Based on the

textile industry’S sale DSS，producing DSS and purchasing DSS，the

thesis presents the basic theory of textile industry quick response

system，provides elaborate function demand analysis 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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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for the textile industry decision solution master budget and

quick response system，and it also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s．

Based on implementation of main functions，the study tests the

system with a textile industry’S data of 2005，and contrasts it with the

finance reports and finance indexe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provides functions of master budget and operating results

feedback．Through analyzing data of qui ck master budget，operation

results and finance index elaborately,it is easy to find problems in

operations．It Can adjust the decision solution，through re-budget，

re—analyze and re-adjust，until it finds reasonable product structure

which can meet market demand．It is valuable to product structure

optimization，market demand change adoption and textile industry

profit and competition promotion．

Keywords Quick Response，Master Budget，Decision Solution，

Decision Optimize，Texti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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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l章绪论

1．1课题背景

第1章绪论

纺织产品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但近年来纺织产业遭受到诸

多阻碍：一是财政部于2005年5月20日宣布，在原本148项纺织品被征收

出口关税基础上，其中39项(74种)纺织品税率被调高，3项被调低，2项

停止征收出口税，其它维持不变；新增对亚麻单纱(税则号列53061000)品

种开征出口关税。与2005年年初以来这148项纺织品平均0．2元／件至O．3

元／件的税负水平相比，经过调整后，其中74种产品的税负可以说被大幅度

提高。大致统计一下，其出口税大都被调至l元／件，增幅约为4至5倍左

右，其中4个品种的税负高达3元／件至4元／件。一些企业表示，这大大

超过了当前该类产品的利润空间，其出口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大幅萎缩。业

内人士表示，一些竞争力不强的中小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可能会因

为短期内无法承担这一成本压力而被淘汰出局。二是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许

多欧美国家对中国纺织品进口设置限制，限制措施包括提高关税税率和实施

进口配额，这也为纺织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另外一方面，随着纺织工艺技术的成熟，行业内的竞争也日益加剧。投

资体制改革以及配额取消己给我国纺织行业带来影响，我国纺织行业虽然在

劳动成本、技术进步以及产品质量提高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行业利润

率不高，据全球纺织网资料显示，2004年，纺织全行业利润率不到3％。造

成利润率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纺织行业综合竞争力不强。在影响综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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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因素中，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对市场需求不敏感等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因此，对于纺织企业来说，如何建立合理的产品结构体系，如何能及时

了解市场需求，并根据市场需求调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调整企业经营战略，且要保证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理性和有效性，必须有适合企业运作的机制和管理方法。

实践证明，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模式。首先，在该管理模式

下，通过全面预算能够很好地整合企业流程，在企业做决策之前提供有效的

数据支持；其次，结合全面预算产生的数据可以通过财务分析等手段对各部

门绩效进行管理，并可通过一定的方法对企业运作进行控制。因此，如果能

在纺织企业中应用全面预算管理方法，并结合快速反应思想，建立适合纺织

企业的快速反应机制，能帮助纺织企业及时迅速地了解市场需求，解决目前

纺织企业对需求不敏感的问题，在了解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开发生产满足市场

需求的产品，建立合理的产品结构体系，解决纺织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

状，提高产品的利润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利润率高了——储蓄率提高一

一投资增长——产业升级——效益提高，所以，在纺织行业通过提高市场需

求响应速度，改善产品结构，提升利润率，可以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益。

但要实现有效的全面预算管理并达到快速反应决策支持要有企业信息化

支持，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纺织行业信息化起步早，有广泛基础，但发展不

平衡，随企业效益和市场条件的变化有很大起伏。管理信息系统是应用的重

点和难点，还处于分行业试点阶段。据调查，纺织大中型企业建立不同程度

的管理信息系统的比例占到20％～30％，棉纺、化纤、纺机等行业应用较好。

如黑龙江龙涤、经纬纺机、保定天鹅、德棉集团、安徽飞亚等数十家企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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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管理信息系统或企业资源计划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近年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在企业管理应用领域发展迅速，企业信息化已经由实施

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发展到直接实施企业资源计划项目)。系统的开发方式正在

从自行开发、合作开发逐步转向购买商品化软件。近两年，企业更多地倾向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对内连接生产监测系统，对外连接因特网，着眼于电子

商务。纺织工业有十几个行业，化纤、纺织、印染、服装等形成上下游衔接

紧密的产业链，最近兴起的供应链管理(SCM)技术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

于面对国际市场的纺织服装企业，实现电子商务是必然走势。据调查，大中

型企业有75．3％接入了因特网，38．5％建立了网站，近5％开展了电子商务。

因此，作者认为，要加强纺织企业的竞争力，一方面要在企业运作机制

和管理方式上下工夫进行改进，另一方面先进的管理思想应用需要信息化的

支撑。

本研究一方面对全面预算管理模式进行分析，然后根据纺织企业的特征，

构建纺织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结构；另一方面要理顺快速反应的概念，探

讨如何将其与纺织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结合建立有效的纺织企业快速反应

机制，以期建立有一定应用价值的纺织企业全面预算与快速反应系统。

1．2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

1)研究纺织企业特征，提出了基于纺织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结构。

在该体系结构里，～是通过全面预算解决了企业从销售到生产到采购决策过

程中数据归集、分析、总结的问题，能快速准确地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二



是通过在全面预算管理中加入财务分析功能，解决了决策方案初步评估的问

题；三是通过在全面预算管理中加入成本控制功能，解决了产品成本分析和

控制的问题(为产品结构优化提供数据基础)。

2)基于全面预算管理提出了快速反应机制。在该机制里，一是通过全面

预算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实现纺织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解决目前纺织

企业市场需求反应不敏感的问题；二是有利于纺织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

快速就销售、生产到采购整个流程做出初步决策方案，通过对决策方案进行

评估、优化，提出有效建议，便于企业及时改善产品结构、优化产品结构，

解决目前纺织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3)在全面预算管理决策支持子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功能扩展，建立的纺

织企业全面预算与快速反应系统。

4)有效地实现了与原有的销售决策支持子系统、生产决策支持子系统、

采购决策支持子系统、基础财务系统之间的整合，使信息流更为通畅。

1．3论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框架如下：第一章是引言，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等

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是在充分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全面预算研究

和快速反应研究动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在纺织企业丌发全面预算

管理和快速反应系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从技术上分析了其可行性；第三

章基于纺织企业的特点，提出了面向经营决策的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体系结

构，并探讨了该系统的运作方式与特点。第四章探讨了纺织企业快速反应决

策支持的内容，研究在纺织企业内，如何与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相结合建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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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反应决策支持系统以提高决策的速度和精度。第五章从软件工程角度出发

分析、设计、并实施了全面预算支持与快速反应系统。第六章是对全文的总

结与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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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全面预算管理与快速反应原理分析

2．1全面预算管理原理分析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事前计划、事中控制和事后反馈成为企业必

不可少的管理内容。全面预算管理能很好地做到以上几个方面，所以，很受

企业的关注。但一直以来，关于全面预算、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和内容的理

解存在许多差异，作者先就全面预算管理涉及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以期在构

建纺织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时有一个依据。

2．1．1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

全面预算管理是以全面预算为基础的一种管理方式，全面预算主要解决

“事前计划"的问题，即对企业经营运作进行总体预算。

2．1．1．1全面预算的概念

在不同的领域，预算有不同的含义，其涵盖的内容也不一致。对于企业，

从管理会计角度来说：预算是对企业未来一定时期预计经营活动的数量说明。

而广义的预算是指全面预算，它是所有以货币及其他数量形式反映的有关企

业未来一段期间内全部经营活动各项目标的行动计划与相应措施的数量说

明，包括专门决策预算、业务预算和财务预算三大类。川另外，国家财政部

《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解释是：企业财务预算是在预测和

决策的基础上，围绕企业战略目标，对一定时期内企业资金取得和投放、各

项收入和支出、企业经营成果及其分配等资金运作所作的具体安排。可见，

财务预算只是全面预算的一部分，全面预算还应包括业务预算、资本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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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预算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其预算种类也不同。

全面预算其英文名词是：Master(Comprehensive)Budget，直译成中文就

是“总(全面)预算"，根据文献【2】的定义：总(全面)预算是一个组织主

要的财务计划，能为传统的财务控制系统提供基础。特别地，它是为特定时

段(如月、季度或年)制定的全面集成的财务计划。图2．1是文献【2】给出的

全面预算的图。

图2．1全面预算图【21

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企业全面预算主要包括经营(销售)预算、

生产预算、财务预算、资本预算、筹资预算等涉及企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

预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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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理解全面预算的概念有助于将全面预算应用于企业管理。在应用

过程中要防止出现以下问题：

1)混淆预算管理和财务预算的概念，许多人将预算定位于财务方面的问题，

认为是财务部门的事情，不利于预算管理的推广； ．．

2)将预算与计划相混淆，认为预算就是做计划，没有科学的预算管理机制。

综合以上，作者认为全面预算是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

本功能有两大部分：计划和控制。计划，即要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

控制，是要按照预定计划执行方案以及评价经营业绩和员工业绩。

2．1．1．2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

1)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

全面预算管理是利用预算对组织内部各部门、各单位的各种财务及非财

务资源进行分配、考核、控制，以便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

以实现企业的价值目标。pJ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日常经营运作的重要工具，

是企业管理支持流程之一，与其它管理支持流程相互作用，共同支持企业的

业务流程(营销管理、计划管理、采购与生产管理、库存管理)。同时，它也

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

方法之一。全面预算管理是涉及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的一种整合性管理系

统，具有全面控制和约束力，决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理解和把握全面预

算管理应该立足于公司治理机制，它不仅仅是一种管理制度和控制方略，更

是一种管理理念。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全面预算管理和传统计划管理是有区别的。表2．1

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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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传统计划管理与全面预算管理的主要差异

比较项目 传统计划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

(1)形式 复杂而广泛 简明扼要

(2)内容 数量化的资料 评价、估计、假设、判断

(3)组成 大量的预测 少量的预测，以提出优劣方案的方

式进行预言

(4)时间选择 时间跨度长 时间跨度短，经常审查滚动式周期，

采用时间上的滚动预算

(5)主要动力 来自计划员 来自公司最高管理当局，如总裁

(6)机构 计划员收集、加工资料并把计划印 目的是使各级管理部门参与，而不

发给各管理部门 为计划而计划

2)全面预算管理的特点与作用

全面预算管理其主要特点在于：全面，是一种全员参与、全方位透视、

全过程控制的精细管理模式。它以企业总目标作为框架，在此范围内以数量

化、价值化的方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控制，规范企业各部

门的行为，从而实现比以往传统管理方式更好的经济效益。

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可以明确并量化公司的经营目标、规范企业的管

理控制、落实各责任中心的责任、明确各级责权、明确考核依据，为企业的

成功提供保证。全面预算管理有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强化企业经

济活动的全程控制(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和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顶士学位论文

2．1．2全面预算管理的内容

图2-2全圃预算管理的内容框架图

全面预算管理涉及企业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包

含三个方面的内容：a、事前计划一通过全面预算实现；b、事中控制～通过

一定的管理控制方法实现；c、事后反馈一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对运作结果进行

评价。图2．2是全面预算管理的内容框架图。

2．1．2．1全面预算

在全面预算管理中，事前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主要通过全面预算实现。

全面预算按其涉及的领域可分为业务预算、资本预算和财务预算三部分。其

中业务预算包括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采购预算、直接人工预算、

制造费用预算、产品生产成本预算、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预算等；资本预算

主要指技改项目预算及长期投资预算；财务预算包括现金预算、预计利润表、

预计资产负债表和预计现金流量表。n1

(1)业务预算

1)销售预算：整个预算编制的起点，是根据企业的战略规划确定预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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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销售量、销售额，并制定货款回收计划，在此基础上才能编制其他预算。

2)生产预算：指企业依据销售预算中预计的销售量分别按产品的品种、

产量以及各种消耗定额对组织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支出、耗费做出合理的安排

和测算。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需要对各种、各期产品的存量(包括产成品、

在制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各生产部门根据计划的产量结合本部门的

实际，做出产量及耗费预算，而后经企业业务部门综合平衡，再与各生产部

门协调，反复平衡后最终确定预算。

3)直接材料预算：以生产预算为基础，对生产经营所用材料的测算。编

制该项预算要依据各种产品的材料消耗定额，在产品及材料的库存情况，并

以此为依据编制材料采购预算。

4)直接人工预算：以生产预算为基础，以企业的工资规划为依据，根据

生产预算中的预计产量，按单位产品的工时定额及管理目标，预计直接人工

成本。

5)费用预算：对生产成本中除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以外的其他生产费用

编制预算。需要按成本的习性划分为变动成本预算和固定成本预算两部分。

6)销售及管理费用、筹资费用预算：根据预算期内销售预算的内容及销

售政策确定销售费用预算；根据筹资规模确定筹资费用预算；根据管理部门

的任务状况确定其管理费用预算。

(2)资本预算

1)长期投资预算：根据企业的战略计划制定企业的年度投资计划，再根

据投资规模制定长期投资的预算。

2)固定资产采购及技术改造预算：根据企业战略规划中的生产规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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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制定。

(3)财务预算

1)现金收支预算：反映企业在预算期内现金收支平衡状况的预算，是根

据业务预算和资本预算的现金收支资料来编制的预算，是从现金流量的角度

对生产经营全过程的各项预算进行现金规划，以达到对各项经营活动控制的

目的。此预算要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多个反复过程。

2)预计资产负债及损益表：根据上述预算对预算期内的资产负债及损益

情况编制的预算。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业务预算(经营预算)是核心，图2．3是一般制造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01．2．2预算控制

二二『
；预计损益农～⋯

图2．3制造企业拿．面预算体系结构

一囊J磅垂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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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控制主要是通过预算的实施进行监控，从而达到对企业内部控制管

理的目的。

主要的控制方法是通过计算财务指标进行财务审核以及分析实际运作情

况和预算之间的差异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2．1．2．3预算实施的反馈

预算实施就是将全面预算应用到企业，并对其实施情况通过一定的评价

返回以利于下一次预算的进行。目前企业用到的评价体系有：财务比率分析、

平衡记分卡、企业价值分析等。

2．1．3全面预算管理的体系结构

2．1．3。1全面预算管理的组织体系结构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组织结构的组成部分。全面预算管理是建立在权、

责、利相结合基础上的内部各责任单位的预算体系，具有监督“激励”分配

功能。科斯认为业绩评价体系、预算执行奖惩体系和分配决策体系构成了企

业完整的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整合是预算管理的基本功能之一。企业组

织结构能否适应经营战略和市场变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20世纪20年代早期杜邦和斯隆正是通过预算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整合，成

功地解决了杜邦化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难题。杜邦、通用模式的根

本目的和精髓就在于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整合，协调企业内部各层级的行为。

由此可见，要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图

2—4是一个典型的预算组织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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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预算组织体系框架图

2．1．3．2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文献【3】认为：全面预算管理是一个以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宗旨、将企

业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的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一个完善而有效的全面预算

管理系统包括预算编制子系统和预算保障子系统。结构如图2．5所示。

图2-5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示意图1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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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显示了预算编制各子系统之间的逻辑关系。

企

人
库 市力材资

场 设料金
需 备 需 需

存 求需求求

图2-6预算编制各子系统之间的逻辑关系

2．1．4全面预算管理的应用情况

报 表

差异分析

全面预算管理自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大型现

代工商企业的标准作业程序。迄今为止，美国90％以上的企业都实施预算管

理，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要求100％的企业都要进行预算管理【卯。在我国，个别

大型国有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全面预算管理。2000年9月；国家

经贸委在《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企业管理基本规范》

中明确规定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部分大型企业已开始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预算管理

模式。如山东华乐集团、中国新兴铸管联合公司、中海石油总公司、上海华

谊(集团)公司等都对企业预算管理进行了～些有益的探索。从这些企业对预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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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管理进行的探索来看，企业的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创造出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同时，以成本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以销售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

以利润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以现金流量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等相继出

现。

2．2快速反应原理分析

2．2．1快速反应产生背景

快速反应是在美国纺织与服装行业发展起来的一项供应链管理策略。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杂货行业面临着国外进口商品的激烈竞争。80年代

早期，美国国产的鞋、玩具以及家用电器在市场的占有额下降到20％，而国

外进口的服装也占据了美国市场的40％。面对与国外商品的激烈竞争，在70

年代和80年代中期，美国的纺织与服装行业开始寻求更有效的方法。

1984年美国纺织服装业(包括棉农和工会)以Milliken公司为首成立“全

美爱国奋进大会(Crafted with Pride in the USA Council)"，该组织一面提倡

购买国货，一面拨款请著名咨询公司研究提高美国竞争力的对策：BCG

(Boston Consulting Group)被请来调查进口服装零售的成本，KSA(Kurt

SalmonAssociation)被请来对美国服装业供应链状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

示：尽管供应链中单个部分的效率不低，整条供应链的情况远非良好，供应

链中的每一段(如纺、织、成衣、零售等)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而独自制定

的战略反而大大增加了整条供应链的成本，从原料纺织开始到顾客买到服装

的平均时间长达66周以上，而其中真J下用于制造的时间只有11周，大约40

周时间消耗在仓储或转运中，最后的15周躺在商店里：每年损失的约2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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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中的2／3是由于计划不良而造成的缺货或积压存货处理。针对这些问题

发生的原因，研究报告提出了QR(Quick Response，快速反应)方法的思路，

如果能把整个周期压缩到22周，奇迹就会发生。研究结论虽令美国的纺织服

装业折服，但在当时却因为种种原因，几乎无人听从这些研究报告，Wal．Mart

吸收了QR的思想来进行改革，今天Wal．Mart已成为美国零售百货业中最大

的公司。

可见供应链的长度是影响企业高效运作的主要因素。这项研究导致了快

速反应策略的应用和发展。侠速反应是零售商及其供应商密切合作的策略，

应用这种策略，零售商和供应商通过共享POS系统信息、联合预测未来需求、

发现新产品营销机会等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快速的反应。

2．2．2快速反应主要内容

2．2．2．1快速反应的含义

快速反应(Quick Response，QR)最先的概念是指以条形码扫描仪和EDI

为基础、旨在供应商和零售商间建立的JIT供应补充系统。Wal．Mart对QR

的应用是把零售点的POS机与生产厂发货部门直接相连以减小分销库存的

计算机辅助分析决策的系统。随着对QR研究的深入，对QR的说法也丰富

起来，‘归纳起来有：1)QR首先是一种从原料到最终消费者的完整供应链管

理的先进理念，它旨在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包括信息、制造和管理、营销)、

在供应链中共享信息、增强各组织间的伙伴关系、改进运作程序和方法使“供

应周期"尽可能缩短、物流成本尽可能降低，从而使制造商竞争力增强、消

费者满意、中间流通环节上的组织也得益。2)它是一个范畴的概念，凡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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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依据QR理念出发制定的战略、计划、体系、实施方法等，都可包括在

这一范畴之内。本研究所提到的快速反应就是一种策略，一种管理方法。

2．2．2．2快速反应策略

从QR实现技术上来说，QR的主要策略有：商品单元条码化、利用EDI

传输订购单报文和发票报文、自动化仓库管理、采用电子商务方式交易等。

从QR应用于管理来说，可以将其与其他管理方法相结合，主要策略有：

融入了JIT的QR策略、融入供应链管理的QR策略【71、将QR策略与补偿策

略相结合【4】等等。

2．2．3快速反应应用领域

现在，企业对快速反应技术的应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快速反应技术根

据其应用的侧重点不同，有许多代名词，如：基于时间的竞争(time．based

competition)、时间压缩技术(time compression)、快的反应(fast-response)、

快的周期(fast cycle)、提前期缩减(1ead．time reduction)、快速产品导入(faster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NPI)、导入市场时间研究(time．to．market)以及

最近的快速反应制造(quick response manufacturing，QRM)。这些叫法虽然

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意义都是要减少由非增殖行为(non．value．added

activities，NVA)带来的提前期。据研究，在制造业中，这些非增殖行为在

整个制造过程中占95％．99．5％的时问‘16】。在产品制造、产品开发、销售以及

办公操作中使用QRM，可减少50％以上的提前期。当应用于整个组织时，

Q砌'vl可以在关键流程上选择组织工作的基本结构，减少提前期，通过根据客

户需求快速设计和制造产品，消灭NVA带来的浪费，减少公司各方面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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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来快速响应顾客需求(Stalk and Hout，1990 and Suri，1998)；其主要目标

就是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合适的产品。

快速反应应用于一个组织时，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产品开发：使用严格的ECO(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工程变化单)

控制来协调各个部门，如制造计划、采购、库存、销售、制造工程以及供应

商，以保证材料供应、路线选择、销售定单等的正常运作。能够及时通知其

他部门避免材料和时间的浪费，就是减少了提前期。

2)销售和服务：使用SFA(Sales Force Automation，销售自动化)可

以为企业提供准确和及时的信息；使用VMI(Vendor Managed Inventory，供

应商管理库存)可以缩短制造商和顾客之间的距离，减少顾客从订货到取货

之间的时间：系统通过预定义模型、选项、条件规则、路径选择和定价能加

速工艺和销售以及制造之间的知识传递。

3)制造：许多时间压缩技术被应用于这个领域，如：小批量生产、面向

对象设施布置、J1T和看板等。主要方法在于简化操作减少纸张工作并在部

件层次集成高层次的MRP计划。

4)电子商务：和整个供应链结合的最热的电子商务技术策略是电子采

购、PCC(Product Change Collaboration)和知识接口(Knowledge Portals)。

5)办公室操作：通过减少重复输入数据和在线通知等方式减少“自领"

的NVA时间；在办公室环境中采用EMAIL和EDI以及EFT(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电子货币传输)可加速顾客下定单到货物发运过程。

6)评估和跟踪：MLTM(Manufacturing Lead—Time Management，制造提

前期管理)支持对运作的监测以减少制造的提前期，并提供工厂运作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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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貌：监控器可以监测到实际时间和提前期预设目标之间的差异(所谓监控

器是指一个信息的动态窗口，可以不受用户的干扰动态地显示和刷新数据)；

销售商业绩评估帮助企业选择好的供应商；ADI(automated data input，自

动数据输入)和门店数据搜集可让企业更及时和准确地掌握一手的信息及定

单完成状况。

由此可见，快速反应在企业有着很广的应用范围，对提高企业市场需求

反应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对解决我国纺织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有实际的应用

意义。’

2．2．4快速反应在纺织行业的应用

快速反应的概念最先出现在美国纺织业，因此，在这个领域的应用的研

究是比较多的。主要有：

1)从纺织到服装整个链条的快速反应机制研究。

这个方面研究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1993年12月，日本纺织工业会和

产业构造会公布了“新型纺织业计划"。基于这项计划，纺织事业协会在1994

年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指导纺织业信息网络的研究，委员会下设三个工作组

来执行开发基础工程、数据库系统和时装POS信息的研究。三个工作组在

1994年3月共同确定了基础信息网应开发的计划并予以公布(见图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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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纺织业信息网络结构模型【6】

在功能上主要要实现：设备与质量管理、快速报价和仓储管理、集体管理、

产品开发、工艺管理、快速识别等。

2)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反应速度。

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传统行业，可以有效地提高纺织行业市场需求反

应速度：在硬件方面，最常见的就是使用零售终端及时搜集销售情况，这方

面研究有如何布局零售点等。在软件方面，主要有：

◆开发研究适合纺织企业的ERP系统

以棉纺(包括毛纺)、化纤和服装作为重点行业，开发适合其管理要求和



东华大学旭日T商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生产流程的、具有行业特点的ERP产品。ERP能对内与生产车间的自动监

测、自动控制系统相连接，在线采集数据：对外通过因特网实现更大范围的

信息网络、营销网络和电子商务，形成广义的综合信息系统。通过SCM、

CRM等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管理，与ERP等形成配套的企业管理软件。

●建立纺织行业电子商务平台

按照国际流行的B．B企业电子商务模式，结合纺织行业特点，以纤维、

面料和服装等产品为对象，遵循流程简洁、技术可靠、交易规范的要求进行

纺织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和应用。其功能包括发布销售信息、发布采购信息、

自动撮合、在线询盘与还盘、网上拍卖、反向拍卖(竟价采购)、合作信息发

布、贸易助手、市场分析等。重点是统一各大类产品(纱线、面料、家纺、

服装)属性，运用符合国际惯例的编码体系，方便用户的发布和查询。

●服装企业CIMS系统开发及应用

我国加入WTO后服装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服装产品趋于小批量、多品

种、个性化，对服装企业设计和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具有快速反应功

能的集成制造系统。采用服装CIMS系统可以改变服装企业传统的设计方

式、制造方式、营销方式和经营模式，集CAD、PDM(服装设计信息管理)、

CAPP(服装工艺信息管理)、CAM(服装设计结果输出)和企业管理、营

销网络为一体。各个软件基于通用系统平台、具有数据交换和实时动态的接

口是关键技术。

●建立纺织工厂生产信息监测和管理系统

纺织工厂生产信息监测和管理系统是在生产现场对生产过程中的产量、

质量等信息进行在线采集和处理，对象主要为织机、细纱机、落筒机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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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实验设备仪器的信息采集和处理。如对机台转数、停台监测、断头检测；

单班、单日及月产量汇总统计、分类信息查询、报表汇总；生产过程分析、

织机故障统计等。在采集产量数据的同时，也需要采集棉条、络筒、细纱和

布的质量数据。关键技术包括：一是监测系统和传感器件可靠性高，寿命长，

抗干扰，价格低。二是标准的联网通信接口和数据格式，可以形成车间或工

厂网络，对上能与ERP系统连接并传送数据。

但是关于如何在纺织企业内部实现快速决策支持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2．3全面预算管理与快速反应的内在联系

根据2．2．2所述，快速反应是一个范畴的概念，凡是认为是依据快速反

应理念出发制定的战略、计划、体系、实施方法等，都可包括在这一范畴之

内。快速反应也是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就是要极大地提高企业反应

速度，从本质上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快速反应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企业信息化支持。信息化支持包括两个

方面：软硬件平台和数据支持。在当前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前提下，软硬件平

台的搭建从技术上而言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而数据支持一方面需要信息技

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企业管理方式的支持。因为只有采取合理的

方式对，企业流程进行管理，才能保证企业运作数据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在低

水平的管理下，企业的数据往往是零散的，在决策需要参考数据时拿不到或

者得到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所以快速反应需要一种科学的管理方式能保证为

企业提供数据支持。

全面预算管理就是一种很适合的方式。依据2．1对全面预算管理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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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全面预算管理能对企业经营，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预算，

就预算方案执行情况能进行控制，还能提供预算实施情况的反馈，以利于下

一阶段的预算制定。全面预算管理能全面地管理企业运作产生的数据，能快

速地反应数据之间的关系，能及时地提供企业决策所需的数据。因此，全面

预算管理可以很好地为企业快速反应提供数据支持。

2．4纺织企业实现快速反应决策支持的必要性

在影响纺织行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中，目前，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凭借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近些年取得了该

领域的一些优势，但在技术上，我国仍缺乏竞争力。因为，虽然服装行业具

有劳动力密集特征，但纺织行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根据资料显示，

我国2001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488．55亿美元，其中服装竞争力系数为

93．84％，纺织品竞争力系数为14．93％，这两大产品的竞争力系数如此悬殊，

说明服装加工比纺织品加工更多地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81

显然，我国的纺织品要想获得较大的竞争力还需要在技术上获得突破。

在技术上的突破不仅仅指工艺技术，更要求纺织企业在管理上提高水平，不

断降低成本，才可获得更深层次的利润。信息化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

手段，根据国家经贸委的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大中型纺织服装企业中只有

10％的企业基本上实现了信息化，70％的企业处于学习和摸索阶段，20％的企

业尚处于初级阶段。面对瞬息．力．变的市场，快速反应是企业必须的能力，而

我国纺织企业低水平的信息化成为了其快速反应的最大阻碍。

从供应链管理角度来说，纺织行业供应链较长，如何减少提前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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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反应的能力非常重要。目前，在纺织服装行业还存在着很大的时间浪费：

有数据显示：实际生产单位长度的纱或单位重量的布的过程中，其有效生产

时间不到1％，其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停滞状态，如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储

存、运输、装卸、检查以及返工等过程中的等待。这是生产环节的时间浪费；

另外，因为信息化程度不高，在接受订单、商务洽谈中，管理者通常因为得

不到确切的成本数据而耽误了决策时机，这是决策环节的时间浪费。这也就

是纺织企业市场需求不敏感、产品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所在。决策环节是

企业运营过程的第一步，决策环节的时间浪费将拖延随后的生产、采购、销

售等各个环节，其造成的时间浪费也会成倍累积，造成整个运营过程的反应

迟缓，所有的时间浪费导致了纺织企业很难做到快速反应。所以，快速而科

学的决策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纺织企业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快速反应能

力能为企业做出科学决策、降低成本提供有效的支持，从根本上解决纺织企

业市场需求反应过慢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2．5本章小结

本章在阅读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全面预算管理与快速反

应原理进行了分析，为下一步基于全面预算管理建立纺织企业快速反应系统

打下基础。

全面预算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用于事前计划的全面预算、用

于事中控制的预算控制方法和用于事后反馈的预算评价。全面预算是全面预

算管理的基础，本章对全面预算的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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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反应是指通过各种方法减少顾客响应时间，提高反应速度的方法。

快速反应在企业许多领域均有应用，在纺织行业也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成果。

但在快速决策支持方面还有欠缺。本章介绍了全面预算管理与快速反应之间

的内在联系，并分析了纺织企业实现快速反应决策支持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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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纺织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构建

3．1全面预算管理体系逻辑结构

纺织是个大行业，包括纺织业、服装业、化纤制造业和纺织设备制造业。纺

织业有棉纺织(印染)、毛纺织、麻纺织、丝绢纺织、针织业：服装业有服装、服

饰业；化纤业包括合成纤维、人造纤维制造业。其中服装、棉纺、化纤是大行业，

销售额占全行业的60％。另外，产品按应用领域又分为：衣着用、家居用、产业

用三大类。不同行业的企业管理模式、制造类型、生产工艺流程、市场经营方式

都有极大不同。本研究主要针对棉纺织企业进行研究。

棉纺织企业制造工序复杂，产品主要有纱线和布。其经营管理和其他制造业

大致相似，所以其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应包含以下几个部分内容：全面预算(经营

预算、财务预算)和预算实施反馈、预算控制。但因为其制造工序较复杂，所以

全面预算中生产预算模块较其他制造业更为复杂一些。另外，预算实施反馈主要

采用财务分析所得数据，而预算控制通过成本控制实现。

图3．1显示了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结构。该体系结构中融合了全面预算(经营

预算、财务预算)和预算控制、预算实施的反馈，构成了一个闭环体系，在这个

体系里，决策者可以反复测算不同的方案，为后面要实现的快速反应机制打下了

基础。以下分别介绍各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图中阴影部分为全面预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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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全面预算内容

图3．1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结构

纺织企业全面预算主要包括经营预算、财务预算和筹资投资预算。其中经营

预算是重点。

3．2．1经营预算

经营预算主要涵盖了纺织企业从销售到生产、物料管理整个过程运作情况的

预算。根据“以销定产’’的思想，先依据客户订单和需求预测综合确定预计销售

量，然后根据预计销售量确定需要的材料和设备、人工能力，在生产部门预算出

预计的加工费用，在物料管理部门预计出材料费用，加工费用和材料费用共同构

成产品的制造成本，然后预算出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和其他管理费用，将这些费

用按照一定规则分摊到产品上形成产品成本。

3．2．1．1销售预算

预计销售量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情况：客户订单和需求预测。客户订单是指

己接收到确定了的订单，需求预测是指根据历史销售情况对市场进行调查研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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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定的预测方法得到的预计销售量。销售预算根据这个预计销售量按照一定的

比例计算应收账款和现金收入。7假设现金回收比例为30％，则可计算每种产品的

预计应收款和预计现金收入，如：

纯棉布预计应收账款=(纯棉布预计销售量幸纯棉布单价)幸70％

纯棉布预计现金收入=(纯棉布预计销售量母纯棉布单价)·30％

企业总的预计应收账款和预计现金收入由以下式子求出：

预计应收账款=(∑产品i预计销售量幸产品i单价)幸70％

预计现金收入=(∑产品i预计销售量幸产品i单价)·30％

这两项数据直接进入财务预算模块。

销售预算提供每种产品的预计销售量，作为下一步预算的依据。

3．2．1．2生产预算

根据销售预算得到的各产品的预计销售量，生产部门查询成品库存，计算出

每一种产品需要生产的量，作为预排生产计划的依据。

产品i的净需求量=产品i的毛需求量+产品i的己分配量．产品i的计划收到

量．产品i的现有库存量

得到每种产品预计生产量以后，一方面根据产品的BOM(Bill OfMaterial，

物料清单)计算每种材料(原材料、辅助材料、配件等)的需求量送材料库存预

算模块；另一方面，根据每种产品对设备和人员能力的需求进行能力需求预算。

棉纺织企业产品有布和纱线两大类，在进行生产能力核算时要充分考虑到。

图3．2是生产纯棉布需要的织机生产能力预算。纺织企业其他产品所需要设

备生产能力预算依此类推。

图3．3是生产纯棉布需要的人员生产能力预算。纺织企业其他产品所需要人

员生产能力预算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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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流程图描述了纺织企业生产部门关于设备和人员能力的预算。根据

预算可以进一步预算直接人工费用和相关制造费用。

3．2．1．3材料库存预算

在生产预算中得到每种产品的材料需求，对每种材料经过汇总后，预算

每种材料的库存，并计算每种材料的预计净需求量，如发现预计净需求量大

于零(或者预计库存量小于零)，则需要采购，将需要采购量告知采购部门进

行采购。首先计算材料的预计库存量，如原材料棉花的预计库存量计算：

棉花的预计库存量=棉花的现有库存量÷棉花的计划收到量埔目花的已分

配量．棉花的毛需求量

然后计算预计净需求量，如原材料棉花的净需求量计算：

棉花的净需求量=棉花的毛需求量+棉花的已分配量一棉花的计划收到量

．棉花的现有库存量

采购部门根据这个数据按照一定的采购原则进行采购。其他材料的库存

预算依此类推。

3．2．1．4材料费用预算

材料费用包括直接材料费用和间接材料费用。

直接材料费用是指每个产品耗用的材料的价值体现。直接材料包括主要

材料、辅助材料、包装材料等。如对纯棉纱32S的直接材料费用计算：纯棉

纱32S的直接材料费用=耗用棉花的数量，-棉花的单价。(根据国家棉花指数，

2006年11月24日行情，Cncotton A为13183，Cncotton B为12669。)作为

纯棉纱的原材料，一般棉花价格占到纯棉纱成本的70％．80％。所以准确的材

料费用预算对成本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地，对其他产品所用直接材料费用的计算依此类推，如下式所示：

产品i直接材料费用=∑耗用材料j的数量幸材料j的单价

因为材料的价格会随市场的波动而变动，对材料的单价确定有以下几种

方法：

>先进先出法：即取用库存里材料最先采购的单价作为使用的材料的单价；

>后进先出法：用最新采购到的材料的单价作为材料的单价；

>加权平均法：材料i的单价=(库存材料i数量串库存材料i单价+采购材

料i数量母采购材料i单价)／(gO存材料i数量+采购材料i数量)

间接材料费用是指因为采购材料而产生的差旅费、订货费，因为材料使

用仓库而产生的库存费等。这些费用通常是因为采购一批材料而发生，必须

由这一批材料来共同分担，对间接材料费用的分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

直接材料费用耗用比例来分摊：

材料i间接材料费用=材料i直接材料费用／总的直接材料费用母总的间接

材料费用

另一种分摊方式是ABC(Activity Based Cost，作业成本法)，就是跟踪

采购中的各项作业，将每项作业产生的费用精确地分摊到跟其相关的材料上

去。这种方式固然比较科学，但实施起来比较麻烦。

3．2．1．5加工费用预算

加工费用包括直接加工费用和间接加工费用。

直接加工费用是指因为生产产品耗用工人劳动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

产品i预计直接人工费用：产品i预计生产量幸产品i单位人工需求事单位

人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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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单位人工费用包括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费用等。

间接加工费用包括车间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费用、车间设备折旧费用、

设备维修费用、所需的动力费用、包装费用等，通常涉及到多种产品，需要

进行分摊。分摊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直接加工费用来分摊：

产品i间接加工费用=产品i直接加工费用／总的直接加工费用幸总的间接

加工费用

另一种分摊方式是ABC(Activity Based Cost，作业成本法)，就是跟踪

生产中的各项作业，将每项作业产生的费用精确地分摊到跟其相关的产品上

去。这种方式比较科学，但需要记录生产中每个作业及其相关产品。

3．2．1．6制造成本蓣算

得到了材料费用和加工费用便可预算产品的制造成本了。

预计产品i的制造成本=产品i的材料费用+产品i的加工费用

也可对某一类产品计算其平均制造成本：

预计i类产品平均制造成本=∑产品J生产数量幸产品j制造成本／∑产品

j生产数量

制造成本是计算产品利润的重要依据，对管理者做决策有很大的帮助。

3．2．1．7销售、研发和管理费用预算

销售费用包括为了促进产品销售而产生的广告费用、支付给销售人员的

工资、管理销售部门等费用。研发费用指企业为了研究开发新的产品而支付

的研发人员工资、福利费、日常管理费用等。管理费用指除销售和研发部门

以外其他部门日常丌销，包括人员工资(不包括生产部门和采购部门)、办公

室用品、用电、水、房屋租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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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项费用一般通过分摊的方式计入产品成本。分摊的依据是制造成

本。

产品i分摊的费用=产品i的制造成本／∑产品i的制造成本幸总的费用

当然，如果要更精确地分摊这些费用也可以使用ABC法。如研发费用

里，可能今年研发部门主要是对A类产品进行改良，那今年的研发费用应该

全部计入到A类产品。又如销售费用，许多企业在投放广告时是对某种产品

投放广告，这些广告费用就应该计入到相应的这种产品上。

3．2．1．8产品成本预算

有了制造成本和费用的分摊额就可以计算产品成本了。

产品i的产品成本=产品i的制造成本+产品i分摊的费用

还可以对某一类产品计算其平均产品成本：

预计i类产品平均产品成本=∑产品j生产数量奎产品j产品成本／∑产品

i生产数量

产品成本是管理者制定产品价格的重要数据，越是精确的产品成本预算

越是能帮助管理者做出科学的决策。要得到精确的产品成本就必须在每一步

获得尽量精确的预算数据。

图3．4是纺织企业产品成本预算过程。其中的企管费包括有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研发费用以及其他管理部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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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财务预算

财务预算研究包括利润情况预算、现金流量情况预算和资产负债情况预

．36．



算。

3．2．2．1利润预算

根据以上经营预算，可制作以货币度量的反映全部营业活动及其财务成

果的预计利润表。表3．1是预计利润表的基本样式。图3．5是纺织企业利润

预算过程。

表3．1 ·事幸·年度预计利润表

销售收入 (1)=全年的销售预算木现金回收率

变动成本 (2)

变动销售及管理费 (3)

创利额 (4)=(I)．(2)．(3)

固定间接制造费 (5)=间接制造费用预算

其他固定费用 (6)=销售、研发及管理费用预算

营业净利 (7)=(4)．(5)．(6)

利息费用 (8)=预计银行贷款额木利息率

税前净利 (9)=(7)．(8)

所得税 (10)=(9)}税率

税后净利 (11)=(9)．(10) ．

通过预计利润表可以达到控制营业活动和财务收支，是管理者做决策的

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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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纺织企业利润预算

3．2．2．2现金流量预算

现金流量预算反映因为经营而引起的一切现金收支情况，可以帮助企业

现金流量的计划控制，并作为编制筹资投资预算的重要依据。

编制现金预算的依据是：经营预算、利润预算以及预算期初的现金余额

和计划在预算期发放的股息数额。

现金预算包括现金收入、现金支出和现金余缺三个部分。期初现金余额

作为现金收入的一部分，但主要的现金收入是来自销售收入。现金支出包括

各项经营预算的支出和预计上缴的所得税和计划发放的股息等现金支出。

3．2．2．3资产负债预算

预计资产负债预算表根据预算期初的资产负债表和全面中的其他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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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而得，反映预算期末的企业总的财务状况。通过该预算表可以观察各项

预算规定的经济活动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若影响使资产结构产生不利变

动，使负债比重超过安全限度，’就必须重新安排预算期的经济活动，修改有

关预算。

3．2．3筹资投资预算

筹资及投资预算是为了保持预算期合理的现金余额，以现金预算中的现

金余缺数额为出发点，通过筹资以弥补现金的不足，通过短期投资以运用多

余现金的计划，是现金预算的辅助预算。

如果企业现金余额过低，就不能满足正常经营的需要，容易发生不能及

时履行支付义务等情况；反之，如果现金余额过高，都存在银行里会形成资

金的浪费。

当现金预算时发现现金余额低于最低限额时，企业应该考虑筹集资金，

如向银行贷款、出售证券、发行股票或债券等；当现金预算发现现金余额过

高时，可将多余部分用做短期投资以获得效益。

筹资投资预算和现金预算紧密相连，应同时交叉编制或将筹资投资预算

并入现金预算。

3．3预算实施的反馈

预算只是一种计划，而预算是否能付诸实施，以及预算是否存在问题，

需要对实施情况进行反馈才能知道。为了比较好地指导下一次预算，需要实

现预算实施的反馈。在本体系罩主要采用财务分析获得的数据实现预算实施



的反馈。

财务报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信息，但如果要深入地发掘企业

财务状况，还需要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作为全面预算管理内容的一部分，

财务分析其主要作用在于对预算进行分析评价，一方面对企业管理进行控制，

另外一方面反映企业各部门运作绩效。

财务分析主要有三种方法：比率分析、比率综合分析和财务报表分析。

3．3．1财务比率分析

财务比率分析是对财务报表中各科目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各种

财务比率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可以清楚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管理者决策提供有价值的财务信息。

根据决策需求的不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财务报表的信息进行重新组

织，以财务比率的形式加以表示。一般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是比较受关注的：

3．3．1．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短期偿债能力是指企业以流动资产偿付流动负债的能力。流动负债，又

称短期负债，是指企业需要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运周期内偿还的

债务。衡量短期偿债能力有两个指标。

·流动比率(Current Ratio)=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对于制造业来说，一般

要求达到2以上。

·速动比率(Quick Ratio)=(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在企业流动资

产中，存货需要通过销售才可变现，如果发生滞销，其流动性就成了问题，

所以速动比率排除了存货项目更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3．3．1．2营运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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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能力分析用来衡量企业资产管理和运营的效率，衡量企业在资产上

投资水平的合理性以及运用资产创造销售收入的有效成本。有以下几个指标

可以反映企业营运能力。

◆存货周转率(Inventory Ratio)=销售成本／年平均存货=销售成本／(年初

存货余额+年末存货余额)／2。一般存货周转率越高，说明企业销售效率越高，

存货占用的资金相对较少。

·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Average Collection Period，ACP)=年平均应收账

款余额／年销售收入／360。在一定范围内，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越短越好，表

明企业收款迅速，坏账损失较少。

● 总资产周转率(Total Assets Turnover Ratio)=销售收入／资产总额。总资

产周转率表明企业总资产的利用效率。

3．3．1．3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表现企业通过经营活动取得利润的能力，以下几个比率可以反

映企业盈利能力。

●销售毛利率(Gross Profit Margirt)=(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

·销售利润率(Profit Margin 011 Sales)=税后净收益／销售收入。式中税后

净收益是销售收入减去一切生产成本、税金和各项费用后的净额。销售利润

越高，说明企业获利能力越强。

· 总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Total Assets，ROA)=税后净收益(EAT)／资

产总额。

·股权收益率(Return On Equity，ROE)=税后净收益／股东权益，该比率

越高，说明股东权益资本的创利能力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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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负债管理能力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负债越多，风险越大，要估计企业长期债务偿还能力，

可以通过负债管理比率来测量。

·负债比率(Debt Ratio)=负债总额／资产总额，从债权人角度来说，负债

比率越低越好，企业负债越少，偿债能力就越强，违约风险就越小。但对企

业管理者来说，太低的负债比率意味着将大部分自有资金投入生产，失去其

他更好的投资机会，所以在决策时应科学选择负债比率。

·收益利息倍率(Times Interest Earned Ratio)=税息前收益／利息支出。

3．3．1．5企业市场价值分析

该分析是站在投资人的立场来评估企业的价值，可以帮助管理者预测企

业未来发展趋势。

·普通股每股收益(EPS)=(税后净收益．优先股股利)／普通股发行在外

股数

·普通股每股红利(DPS)=普通股现金红利总额／普通股发行在外股数。

●红利支付率(DPR)=普通股每股红利／普通股每股收益

3．3．2财务比率综合分析

财务比率反映企业某个方面的情况，每个指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之间

存在着联系。如果将财务比率综合分析便可更加全面地分析企业运作情况。

3．3．2．1财务比率汇总分析

将财务比率进行综合分析，与行业水平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企业在行业

内的运作水平，和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对比，可以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

截止到2005年底，根据证券之星网站公布的纺织行业上市公司共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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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这62家上市公司各项财务比率进行分析计算得出行业平均值、行业最

高值、行业最低值如表3．2所示。

表3-2 2005年纺织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值

懿麓凌缓豳翮黝慰隧豳缓鬣麓豳毽蓬瑟豳黼缀鬣鍪麴隧豳
缒垫选垄 1．498 6，765；0．032

{

蕉盈选望 0．542 3、397 0．004

益运堑尘 68，024，984．000 1。764．370，688，000 —1，965，227．520．000

塑金些鲞 O．504 3．359 O．004

流动负债经营活动净现余漉比 0．163 1．6'7 —G．2气5

塑主题缝整 62．063 969．880 6．990

负侦权益比率 248．472 4，081．750 8，800

殿东议蔻f，￡搴 i 33。214 87。630 ．869，880
l

钉彤资产债务率 } 65．293 1．014．460 7．040

债务4』订髟净值比率 432．520 15．103，430 8．830

利息骤蹲f茹数 0．000 0．000 O，ooO

j≈收帐款用转率 15．207 135．738 0．839

心收帐款胤转天数 52．794 434．886 2．689

戌付帐款俐转术 | 12．224 58．666 ．0，144

应q帐款胤转天数 84．683 2。540．014 6，222

垒童鲤缒墨 4．796 19．629 0，000

备货埔转．疋教 552，294 3t，465，518 0．000

夸兜资产比j爷 O 189 1．940 0，000

11业缝塑 605，088 31．485．281{ 31．796
1

流功资产臃转准 1．433 3 641 O．017

总资产：周转牟 O 713 2．602 O．0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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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定资产用转率 2．798 26．384 O．064

长期资产适合率 '．341 4．067 ．11，235

负债结构比率 6．1 50．941 1 39．345．484 O．ooO

I

长期负债权益比率
i 20．182 254．080 O．。00

主营业务毛利率 18．034 96，420 ．27、320

主营业务利润率 -87．514 84．010 —6，800．300

成本费用利湖率 O．005 137．3{0 ．160．550

净资产收益率 -4．761 33．290 ．202．520

堡墼蝗童 O．014 0．737 -1．962

鲢筮麴型室
一

0．005 0．135； O．000

总资产利润率 ．0．987 13．750 ．1 54。240

主营业务比率 629，949 1 3．442，270 ．2．190

靠经常惶损益比率 51．289 388．190 ．142．790

关联交易比率 O．ooO 0．000 O．000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6．369 153．310 ．91．040

应收袄款增长率 1．654 ，32。110 ．84。520

净利演增长率 ，256．987 1．262．350 -9，262．100

同定资产投资扩张率 6．045 290．780 ．86．910

崩定资产成耘牢 68．778 95．460 41．540
。

一

淤奉项目规模维持率 ．13．851 2．41 7．350 —3，930．130

j

总资产扩张率 2．645 232，920 i -90．340
』

j

每殷收兹增I乏率 ．0。338 o．000 i -26．350
j

每股f￥业现会流量 0 243 1，357j -1 104

塑金墼型叁盟空 258 710 4．968．850 i 0。000

主；弩业务戌仑JL率 28 977 1 599 720 ．20，810

1

世金鱼给生 ．7。537 36．500{ ．1；225 26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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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孑现金资本性支出比率 1．867．789 1 27．636．922 ．1．108，870

经f￥现金折|l-|费用【匕率 181，366 4：474．900 3．060

缕塑坌堑 1．326．320 40．978，i48 —903．570

营业活动收益质蟹 6，209 256．942 ．13．562

纾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龄增【，笨 65．747 2，886，430 -310．290

救奉扩张比例 105．172 180．∞O 100，000

总资产收盏率 ．0．987 13．750 ·1 54．240

1．跃期资金适台率 245028 2．31’，840 10．560

}杼运资奉资产率 ．5．198 61．780 —870．380

数据来源：http：／／finance．stockstar．com

企业可以将自身的财务指标和行业值进行比较以确定自身的运营情况。

3．3．2．2杜邦分析体系

为了全面地了解和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需要利用若干相互

关联的指标对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等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评价。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正是利用几种主要财务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综合分析企业

财务状况的一种综合财务分析方法。由于这种分析法在美国杜邦公司首先使

用，故称杜邦分析体系。图3．6显示了纺织行业某公司于2005年12月31日

公布的杜邦分析图。



3．3．3财务报表分析

图3-6某纺织企业2005年杜邦分析体系

数据来源：http：／／cn．finance．yahoo．tom

财务报表分析就是把前后两期或者更长期间的财务报表加以分析比较，

企业可以分析各个项目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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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比较分析

比较财务报表的基本形式有两种：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

●横向分析

横向分析通常是将本年度的财务报表的各项目和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中

相同的项目进行比较，也可与前面连续几年的相应项目进行比较。通过比较

可以清楚地看出各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比较容易分析有关业务状况的好坏

程度。

●纵向分析

纵向分析，又称构成分析，即将财务报表中某一重要项目作为比较基准，

计算出其他项目对基准项目的百分比，然后根据纵向各项目百分比的增减变

化来分析交动的原因。

3．3．3．2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通常采用比较分析报表的方法，将连续几年的财务报表中有

关项目集中一起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各会计期间各项目的比率指标的变化与

发展趋势以进行绝对数比较，也可以进行相对数比较。

3．4预算控制

全面预算管理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企业进行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最主

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成本进行控制。成本控制是企业利润来源的一个重要源

泉。

3．4．1成本的分类

成本，从会计的观点来看，就是为换得某种货物或某项劳务而放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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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量。通俗一点讲，成本就是费用的对象化。准确地确定产品的成本才能获

得准确的产品利润值。根据新的工业会计制度，把一定期间发生的生产费用

划分为产品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两大类。

3．4．1．1产品制造成本。

包括三项：

·直接材料。指企业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备品配件、

外购半成品、燃料、动力、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及其他直接材料；

·直接工资(直接人工)。指企业直接从事产品生产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

在蕾守；

●制造费用。是指企业各个生产单位为组织和管理生产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包括生产部门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费，设备维修维护费用，设备折旧费用

等。

3．4．1．2期间费用。

包括：

·管理费用。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

项费用，如办公室用品、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费、工会活动经费、招

待费等；

·财务费用。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如利

息支出、金融机构手续费等：

·销售费用。指企业为销售产品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和专设销售机构的各项

经费，如广告费、运输费、分销点房租、水电费等；

·研发费用。指企业为了开发新产品或改进原有产品而产生的各项费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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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研发人员工资、福利费、研发部门管理费用、研发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等。

以上各项成本将会通过～定的成本计算方法计入到各个产品。

3．4．2成本计算方法

到目前为止，关于成本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完全成本法、变动成本

法和作业成本法(ABC法)。

3．4．2．1完全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又称全部成本法，指在组织常规的产品成本计算过程中，以

成本按其经济用途分类为前提，将全部生产成本作为产品成本的构成内容，

而将非生产成本作为期间成本。图3．7显示了完全成本计算法的原理。

产
价品
值盘

存

期
间
成
太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销售发行费用

管理费用等

图3-7完全成本计算法原理图

从图上看出，完全成本法主张将固定制造费用作为资产(存货是一种资

产)处理，如果本期产量超过销量，存货将会转入到下期去。作者认为在目

前以市场为主导、“以销定产"的前提下，完全成本法将会掩盖销售不利的事

实，不利于进一步的决策，所以在本研究中不使用这种方法。

3．4．2．2变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J下好相反，把固定制造费用作为期间费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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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期间成本当期冲抵。图3．8是变动成本法的计算原理。

一般企业在应用时，完全成本法多应用于编制对外报表，以免影响税收

产
价品
值盘

存

期
间
成
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销售发行费用

管理费用等

图3-8变动成本计算法原理图

及有关方面及时的收益。而变动成本法一般用语编制内部报表以加强企业的

预测、决策和控制、分析。本研究着重于研究企业内部控制和决策支持，所

以，采用变动成本法是比较合适的。

3．4．2．3作业成本法(ABC法。Activity Based Cost)

在成本构成中有很大一部分费用是间接费用，如制造费用、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等，这些费用因为是混合使用在多种产品上的，很难将其精确地分

配到各个产品上去，所以在以往的成本计算中，往往采取某种分摊方式对间

接费用进行分摊，如使用直接材料费用比例分摊间接材料费用等。这种分摊

方式其实并不是能很准确地反映产品的成本，所以，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以

“作业”为核心的成本计算方法。

作业成本法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下：①作业消耗资源；②产品消耗作业。

其基本原理是：根据不同的成本动因分别设置成本库，再分别以各种产

品所耗费的作业量分摊其在该成本库中的作业成本，然后，分别汇总各种产

品的作业总成本，计算各种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总的来说，作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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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以作业为核算对象，依据作业对资源的消耗情况将资源的成本分配到

作业，再由作业依据成本动因追踪到产品成本的形成和积累过程，由此而得

出最终产品的成本。

图3．9显示了作业成本计算法原理。臣jo等固=[[习
—_

实线表示成本计算

⋯◆
虚线表示资源消耗过程

图3-9作业成本计算法原理

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步骤是：第一步、确认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第二步、

将成本或资源分配到作业中心；第三步、将成本分配到各种产品中去。

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作业成本法是一种能精确计算产品成本的方法，

能帮助管理者准确地估算自己产品成本，在商务谈判中做到心里有底。

但是作者经过研究发现，在纺织企业中实施作业成本法存在一些困难：

1)低值易耗品成本分配问题。在纺织企业生产车间内～般都有工作日志，每

台设备在哪个时间段生产了些什么产品都有记录，因此要确定资源动因并不

困难，但某些费用的归集仍然需要分摊，如低值易耗品的消耗，因为在其“生

命周期’’内为多种产品“服务”。最典型的例子如纺纱车间里使用的纱锭，虽

然属于低值易耗品，但因为使用的量非常大，所以在产品成本里占有了很大

的比例。但往往因为一批纱锭不是仅仅使用在同一批产品上，所以必须要分

摊费用，如果使用ABC方法，就必须记录每批产品使用纱锭的时间，然后

根据时间长度来决定分摊比例。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非常完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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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支持，除非企业有水平非常高的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否则要达到如此完

善的信息记录只会更加增加成本。2)作业和作业中心的确认。对于一个制造

企业来说，其作业的确定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多个部门，如行政管理部门

的作业。

因此，作者认为在纺织企业的成本计算中可以针对一些主要工作流程

(如采购、生产和销售)确定其作业和作业中心，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

归集，而对于一些不好划分作业的部门(如行政管理部门、财务部门等)可

仍然采用变动成本法来归集其费用。

3．4．3成本控制方法

成本控制是指即运用一定的方法对产品生产过程中构成产品成本的一

切耗费进行科学严格的计算、管理和监督，将各项实际耗费控制在预先确定

的预算、计划或标准范围之内，这是实现全面降低成本目标的一种会计管理

行为。

传统的成本控制方法有两种：标准成本控制和目标成本控制。

标准成本控制法是指为编制计划和实施成本控制，通过科学的调查、分

析和技术测定而制定的每一单位产品的目标成本。标准成本一经制定，就可

以用它积聚成数据和衡量实际工作，比较是否达到了预计的目标，并达到成

本控制的目的。【10】

目标成本控制法是指在预期可实现的销售收入上扣除目标利润后得到

目标成本，然后回溯到企业各个生产运作过程，规定每个过程的成本的一种

方法。采用目标成本控制法可以帮助企业最大化地实现其利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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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作者结合纺织企业特点综合使用标准成本控制法和目标成

本控制法制定了一个新的成本控制体系，以期在全面预算管理中能实现对企

业成本的有效控制。体系如图3．10所示。

图3．10成本控制体系

在该体系中，一方面调用历史数据进行计算估计产品总成本和各个分指

标成本，另一方面根据产品报价制定产品的目标利润并分解到各个产品形成

产品的目标总成本。将这两方面的数据汇总进行调整预算出本期间产品的总

成本以及分目标成本。在期末，汇总实际发生成本和预算成本进行差异分析，

一方面将差异返回到制定标准成本步骤以作为下次标准成本制定的依据，另

一方面做出差异分析报告提供给管理者作为分析、决策使用。

3．4．3．1差异分析法



成

本

差

在本体系中，预算成本的制定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一是标准成本；二

制造成

本差异

销售及管

成本差异

变动成

本差异

直接材孝辜差

直接人工差

变动制

费用差

材料用量差异

■__●■____■●。____。_。。一
__________-●●。。。。。。■●。一

材料价格差异

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__●__________-___-。●一

人工效率差异

工资率差晃

变动制造费用预算差异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固定制造费用生产能力利用差异

固定成本差异 l—l I 固定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固定制造费用差具 l I一—— ．．——

管理成本差

销售成本差

固定制造费用预算差异

固定销售成本差异

变动销售成本差异

图3．11成本差异构成

是目标成本；三是依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如市场上棉花价格突然上涨，必

然要影响直接材料成本。另外，标准成本的制定只针对产品的制造成本，不

针对期间成本。管理成本、销售成本等期J剀成本不制定标准成本。

预算成本和实际发生的成本之间的差值成为成本差异，实际成本低于预

算的称为有利差异，实际成本高于预算的称为不利差异。成本差异分析的目

的在于找出差异以及形成的原因和责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消除不利差异，



发展有利差异，实现成本的不断降低。图3．1 Z体现了成本差异的构成。

1)变动成本差异

成本差异实际是指标准价格、数量与实际价格、数量的差额，即价格差

异和数量差异，对于人工、材料和变动费用三个变动成本项目来说，其价格
r

差异和数量差异的计算方式是一致的，所以可用如图3．12模式来表示：

c2，实际数量奎标准价格{二二三二：：；：：二i) 变挈s：昱手异



固定费用预算差异=实际固定费用总额．标准固定费用预算限额

固定费用生产能力利用差异=(标准产量应耗标准工时．实际产量所耗实

际工时)·标准固定费用分摊率

固定费用效率差异=(实际产量所耗实际工时．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

+标准固定费用分摊率

固定费用总差异=(实际固定费用总额．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标准

固定费用分摊率

3)销售差异

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变动成本和固定制造费用带来的成本差异，但作为一

个完整的标准成本系统而言，还应包括销售差异分析。销售差异分析主要包

括价格差异和用量差异，其中用量差异分别由数量和品种结构的变动而形成。

此处不再详细叙述。

3．4．3．2间接费用的控制

以上所述的对标准成本和预算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以达到成本控制

的目的一般适用于直接费用控制，而如果要对间接费用进行控制，可使用弹

性预算。

预算是指在一定的经营活动水平范围内，以最低和最高业务量为上、下

限，在两水平之间利用插补法进行计算。根据成本和业务量之间的关系，分

别计算每个水平的成本控制数额，以表格的形式表现预算结果。弹性成本的

公式如下：

弹性变动成本=预算期内的实际业务量术单位业务量的变动成本

弹性成本=固定成本+弹性变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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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预算还可以用做进行利润预算。

3．4．3．3动态控制

动态成本控制采用滚动预算的方法。滚动预算又称为永续预算或滚动计

划。是指在安排预算的分期指标时，第二个计划期的指标是在完成第一个计

划期的指标的基础上制订的。它是根据上期指标的完成情况，调节下期指标

并预测近期状况的一种预算，这种预算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陆续编制的。它

根据总的预算安排，确定分期指标，把计划期的执行结果同预算进行对比，

进行差异分析；再按上期执行情况相应地调整下一期的计划指标，并预测以

后各期的计划期指标，编制出下一期的滚动预算。

3．4．3．4 ABC法和目标成本法结合的成本控制方法

以上列举的是3种传统的成本控制方式。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

的成本控制方式，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ABC方法应和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如将价值工程理论引入ABC方法【12】，文献【13】认为动态随机因素对ABC法成

本控制有很大影响，文献【141研究了如何将ABC法与EVA结合，作者认为，

在纺织业里可以采用作业成本法和目标成本法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成本控

制。

所谓目标成本是只为达到目标利润必须实现的产品成本值。

目标成本=目标售价．目标利润。

在多工序多品种制造企业，要获得每种产品的目标售价和目标利润是比

较容易的，从而可以算出每种产品的目标成本。然后通过目标成本逆推回产

品制造的每个阶段，在每个阶段计算成本时使用ABC方法，反推出每个阶

段每种费用的目标值(包括上限和下限)，以此作为成本控制的标准，这样就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可以将原本粗略的总的产品成本控制细化到每种产品的每个阶段的成本控

制，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成本控制范围。

另外，作者认为成本控制工作应该从产品设计阶段就开始着手进行，因

为产品成本80％在产品设计阶段已经形成【15】。在产品设计过程当中就能够确

定的产品成本有：材料、直接人工工时、生产制造费用(由工艺路线决定)

等。所以，在具体操作时，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

1)确定目标成本、产品基本性能标准。将这两者放在一起综合考虑，

设计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价格优势和功能优势)。在这个阶段要进行性能目标

成本比分析，确定最优方案；

2)进行成本分析。分析设计出来的新产品的成本构成，包括材料成本

及相关辅料、配件等消耗、人工工时定额及相关工艺路线决定的生产设备消

耗等。

3)根据目标成本反复改进工艺方案，决定最优的生产工艺。制造成本

往往占据产品成本的一半以上，生产工艺决定了制造成本，所以，这一步是

降低成本的关键。只有在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各种工艺路线，并对比其成本值，

从中选择最优的，才有可能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

另外，对于产品成本中的销售成本、管理成本等也应该研究其最优投入

值，和目标成本值平衡。

3．5本章小结

本章构建了纺织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结构。该体系结构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内容：全面预算、预算实施反馈和预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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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主要包括经营预算、财务预算和筹资投资预算，其中经营预算

是重点。本章第二节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根据纺织企业给出了部分预

算流程图。

在该体系结构里，主要采用财务分析的手段对纺织企业的预算实施结果

进行反馈，主要方法有：财务比率分析反映企业关键财务指标情况；财务比

率综合分析反映企业在行业里的竞争地位：财务报表分析反映企业整体情况。

预算控制主要通过对成本进行控制来实现。因为成本控制是利润的重要

源泉。本章主要介绍了3种基本成本控制方法：差异分析法、间接费用的控

制和动态控制法，然后基于这3种方法，根据纺织企业特征，创新性地提出

在纺织企业采用ABC法和目标成本法相结合的成本控制方法。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第4章纺织企业快速反应系统原理

纺织行业具有较长的供应链，因而带来了比较长的提前期。在当前竞争

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如何缩短企业运作过程中的提前期，达到快速反应是应

对挑战的重要途径。

3小时 12小时 2．5小时 2小时口[二卫[]口
订单输入 配件生产 组装 包装运输

5天 12天 9天 8天

图4．1制造业的平均提前期(34天)【1l】

提前期是指任一项目从完工日期算起倒推到开始日期这段生产周期，根

据Rajan Suri的QgM(Quick Response Manufacturing，快速反应生产)原则

【111，在运作过程中要尽量减少提前期。文献11对制造业的订单处理流程中

的提前期进行了研究(见图4．1)。其中，灰色部分表示接触时间，白色部分

表示产品处于等待状态。所谓“接触时间"是指产品被处理的时间，如在订

单输入过程中，相关操作人员根据已有的数据输入订单，宣到订单输入完成，

这段时间就是“接触时间"，而之前的等待数据和数据准备等耗费的时间只能

计入“等待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出有大量的“白色区域”，即等待时间，这

意味着长的提前期和慢的市场反应。基于时间的快速反应策略认为，要提高

快速反应能力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减少各种提前期。

图4．】说明的是制造业里装配行业的提前期特点，棉纺织行业的制造工

序比装配行业更加复杂一些，所以它的提前期时间构成也更复杂一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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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需求预测和决策制定加入到整个运作过程中，其提前期还要更长一些。因

为，在需求预测中，企业管理者为了对某类产品进行预测，得到它的下一期

间预计需求量，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搜集和准备数据(这些工作耗费的时

间就是等待时间，它远远大于接触时间，即预测需要的时间)。有了需求预测

的数据后，还需要对决策方案进行反复测算以观察其能产生的效益。本研究

着重选取“决策制定"一步作为研究的重点，试图寻求一种方法能尽量减少
●

管理者做决策时所需时间，达到快速决策、科学决策以及具有随机应变的能

。匀。

4．1快速决策支持分析

快速决策着重考虑如何减少决策时所需要的反应时间。本节首先分析了

决策整个过程，从中找出耗费时间的步骤，然后针对这些“时间耗费点"着

重分析如何减少其时间需求，减少整个决策过程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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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纺织企业决策过程分析

图4．2氽业决镱过稗分析

图4．2显示了企业决策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整个决策过程形成一个闭

环结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4．1．1．1销售决策

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决策的第一步是对销售量进行预测，并进行产品

定价。销售量由市场需求决定。需求预测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已接收到的

客户订单，这一部分是确定的；2)不确定的因素有：历史销售情况、目前市

场情况和竞争对手情况，对于这一部分不确定因素应该使用一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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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并和客户订单汇总。销售决策还要确定产品的价格，一般产品的价格由

产品成本加上目标利润而得。所以销售决策时，一方面要调入企业的目标收

入或目标利润规划以了解企业每种产品的目标利润(如何科学地确定各种产

品的目标利润并为销售决策提供相关数据?)：另一方面要了解产品成本(如

何能及时地获得准确的产品成本数据?)。因此，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和数据采

集的低效率导致了销售决策的迟缓。

4．1．1．2生产决策

生产部门从销售部门获得了每种产品的销售量，再查询产品的库存，便

可计算产品的诤需求。

产品i的净需求量=产品i的毛需求量+产品i的已分配量．产品i的计划

收至Ⅱ量．产品i的现有库存量

生产部门根据计算出来的净需求，一方面要计算物料需求，送采购部门

进行采购；另一方面要计算产能需求，计算设备和人员能力是否够用，并且

要进行主生产计划的模拟排产，计算各个工作中心的负荷是否平衡等。根据

这些数据便可以进行生产决策。经过生产决策后，决定了每种产品的预计生

产量以及产能规划。

由此可见，生产决策由销售决策所决定，并依赖企业高效的物料需求计

划(尤其对纺织业而言，生产所用原材料受季节因素和市场因素影响很大，

需要制定合理的物料需求计划以利于采购决策)、能力需求计划以及生产排程

系统。就目前的纺织行业而言，有效地应用和整合了以上几个子系统的企业

是很少的。所以，由此带来的数据的不准确和提供的不及时影响了生产决策。

4．1．1．3采购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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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门的物料需求计划，查验仓库里已有物料。计算得

到物料净需求，运用各种批量采购方法，采购部门由此可以做出采购决策了。

物料i的净需求=物料i的毛需求量+物料i的已分配量．物料i的的计划

收到量．物料i的现有库存量

采购决策后，得到每种物料采购方案。

现在许多企业都应用了物料需求计划系统，可以提供比较准确的产品结

构数据和物料库存相关数据，但对于如何选择供应商和采购方式降低采购成

本，物料需求计划很难做到，在制定采购决策时，仍需要人工介入搜集相关

数据进行分析，许多企业为了赶进度，采取的仍然是经验决策。经验决策带

来的问题就是片面性和主观性。

4．1．王．4决策方案的测算

销售决策、生产决策和采购决策考虑的是企业某一方面的情况，而决策

者做决策时是要通盘考虑的，必须保证决策的准确性，能为企业带来盈利。

所以，对于一个决策方案要反复测算，当某些方面不能满足要求时，必须修

改数据，重新测算。因为数据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钩稽关系，所以一旦某一个

数据的改变就会导致结果发生改变，决策过程要重新来过，

在以往信息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方案测算往往要耗用较多的时间。当

遇到紧急情况时(如商务谈判或紧急插单时)，企业往往只能采取经验决策。

这样做带来的问题是决策难以达到科学性和准确性。如果要达到科学性和准

确性就必须牺牲实时性。



4．1．2纺织企业决策快速反应的关键要素

棉纺织企业处于整个纺织行业供应链上游位置，其纱线产品需求量受市

场对纱线需求和布产品需求的影响，而布产品则要依据其下游企业产品需求

进行推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需要很长的提前期。另外，近年来其他国

家对我国纺织品进口设限也加大了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同时，国际棉花价

格的波动也影响了棉纺织企业的原材料提供。所以，纺织企业，尤其是棉纺

织企业非常需要做到决策的快速反应，以达到随需应变。

在传统的决策体系下，各个部门的决策结果体现为各自的预算，然后各

个部门将预算结果报上级部门，上级部门汇总各个部门的数据进行综合决策。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部门做预算需要很长的时间搜集数据并进行计算，因为

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往往许多数据是凭经验获得的，这导致了决策的不准确

性。同时，最后的决策要等各个部门数据汇总，这将花去很长的时间。快速

反应制造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基于时间的竞争，就是说要尽量减少各种提前期。

根据图4．2的描述发现：需求预测和决策方案的确定是企业运作的最初的步

骤，对整个运作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要达到决策快速反应，需要以下条件：

1)、要有完善的信息搜集网络

决策需要的是大量的数据，要决策快速，数据必须保证准确而实时。只

有企业实现信息化和提高管理水平，才能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实时有效的数据。

在目前信息化程度非常高的情况下，信息是不缺乏的，但要如何获得并

有效地利用它，纺织企业必须建立良好的信息网络，能从各个渠道搜集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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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用的信息。而良好的信息网络的建立和运行需要管理水平的提高。在纺

织企业，必须采用有效的管理方式组织和控制信息，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及

时性，才能为决策提供支持。

2)、要有强大的信息分析功能

通过信息网络搜集来的信息要经过筛选、抽取，去粗取精才可以为企业

所用。所以，只有通过使用强有力的信息分析工具才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从

信息海洋里寻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

3)、要有强有力的决策支持体系

对纺织企业来说，任何一个决策都必须是慎重的，所以管理者在做决策

时总是要反复衡量、计算得失。在信息化普及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已有的信

息并从信息海洋中抽取出有用的信息成为竞争的关键。一个好的决策支持体’

系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型和方法，以供管理者参考。

强有力的决策支持体系能就企业销售、生产、采购、全面预算等各个环

节都提供全面的决策支持，让管理者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时，能迅速地做出

科学的决策。

4)、要有适应纺织企业的快速反应系统

快速反应不仅仅需要信息化基础和决策支持体系，还需要纺织企业建立

一个适合自身的快速反应系统。从基于时间竞争的角度来说，纺织企业一方

面可以应用各种能加快企业信息传递速度的手段，如条码、电子数据传送等；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应该从管理上建立～个快速反应系统，充分集成各

个部门的职能，各种决策能顺利贯彻。

总结以上，要在纺织企业实现决策的快速反应，其关键要素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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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

1)、信息化基础。即有基础的信息系统，能搜集、整理企业基本的数据

(包括销售、生产、物料管理、财务等)。

2)、管理基础。即纺织企业应用某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保证信息流的畅

通和决策的下达、实施。

3)、快速决策支持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要开发应用一套能提供

决策支持的软件系统，为纺织企业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可行的建议；二是要整

合整个纺织企业的资源，配合决策的实施，即整合企业各个部门，将各部门

的活动及目标都统-N实现企业总体目标这个大流程上来。

4．1．3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快速反应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纺织企业要做到决策的快速反应，一方面需要企业的信

息化基础，另一方面则需要一种很好的管理方式。全面预算管理就是一种很

合适的方式，．它和传统的预算管理方式有所不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下，当

要做销售、生产或采购决策时根本就无法及时得到需要的完整数据，决策迟

迟无法做出。现代企业管理中，有些企业虽然有预算管理，但不够全面，且

没有和其他部门的运作联动起来，信息不通畅，所以决策时仍然需要等待(主

要是等其他部门的数据)。快速而科学的决策对于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才

能保证决策的快速性和科学性呢?毫无疑问，这需要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只

有数据快速地产生才能保证决策的快速性；只有数据的精确性才能保证决策

的科学性。在企业决策过程中需要以下几类数据：

1)成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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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数据是定价的关键依据，包括制造成本(包含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和间接材料、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和产品成本(是制造成本加上各项管理

费用的分摊额)。决策过程中通常需要了解某一产品的成本，或者某一类产品

的成本，也有可能需要不同组合的成本数据。

2)产能数据

在接受定单时要考虑自己是否能提供，如果超过能力的话可能会带来成

本的上升而得不偿失；同时，如果在能力范围之内如果拒绝的话，也会造成

设备／人员的闲置。产能数据包括各种可用设备的生产能力、人员的生产能力

等。

3)费用数据

费用数据是计算成本时必须的，通常包括销售费用、研发费用、管理费

用等。企业里费用产生来源十分复杂，但因为所有费用都必须由产品承担，

所以决策者必须清楚整个企业费用支付情况，以便在决策时可以做出准确的

判断。

4)企业经营状况数据

这反映为企业的三张报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体现企业收益情况。资产负债表体现企业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情况。

现金流量表体现企业现金流的情况。通过三张报表可以分析企业运营情况。

管理者在做决策时不仅关心是否能得到较高的利润，而且关心是否能使得企

业良性发展(包括现金流、股东收益等)。

如果管理者能获得这些数据，便可快速地应对各种复杂的竞争环境，做

出科学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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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纺织业来说，因为它是属于制造业，且具有产品品种多、市场环境

变化快等特点，使得纺织企业的管理者要有效地获得以上数据并不容易。但

是，作者发现，如果纺织企业能实现全面预算管理便能较容易地获得以上这

些数据。于是，产生了基于全面预算管理建立企业快速反应系统的想法。

全面预算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响应速度：首先，全面预算是将各个部门

的预算集成起来进行处理，而非以往的分部门预算；二是全面预算管理采用

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计算，可以提高效率，当需要修改某些预算时，重新计

算也很快速。

所以，全面预算管理的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上一节所述的决策快速反应

的几个关键要素需求：

1)、全面预算管理方式下，可以通过全面预算快速地搜集、整理纺织企

业运作数据，并可进行预测模拟。这个功能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在决策方案制

定阶段，搜集整理各个决策阶段产生的各类数据。另外，全面预算管理里所

附的财务分析的结果可用于对决策方案进行评估，而成本控制可以进一步优

化决策方案。

2)、采用全面预算管理的方式，可以提高纺织企业管理水平。根据以上

的分析，全面预算管理是在传统预算管理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能更有效地提

高各个部门的工作效率。

3)、在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就可以为纺织企业提供快

速决策支持。在下～节将有详细介绍。

总结以上所述，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快速反应策略就是要把全面预算管

理的方式应用在决策支持上。因为，根据以上的分析，如果要做到快速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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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保证决策流程中每个环节数据提供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企业每一步的预算和计划就是关于某个方面的决策，所有的预算和计划

就构成了企业下～期间的通盘决策方案，因此，在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快速

反应策略里，就是应用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对决策方案进行评估和优化。

具体地，全面预算管理可以按照销售决策、生产决策和采购决策，结合

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管理情况等搜集企业产生的所有费用，并在产品中进

行归集和分配，从而得到产品的制造成本、产品成本、利润等数据，这些数

据可以供其他几个步骤决策做参考，同时，全面预算要做出财务报表和财务

分析以供管理者做决策使用。因此，从销售决策开始到全面预算，以上每一

步骤的决策是环环相扣的，其中任何一个步骡的迟缓将导致整个决策的滞后，

每一个步骤的错误将导致全盘的决策错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

开发一个全面预算与快速反应系统来实现以上功能。

4．2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快速反应系统

在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之上，通过建立纺织企业快速反应系统，可以有

效地提高纺织企业决策的速度。从第三章的描述可以看出，全面预算管理整

合了整个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收支信息，利用计算机可以进行快速而精确的

运算，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快速反应决策支持的依据。如果市场有任何的变化，

只需将变化的信息输入到系统，系统便可很快地重新计算，决策者依据这些

计算的结果，可以迅速地制定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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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全面预算决策支持系统与企业其他决策支持子系统的集成

图4．3给出了将全面预算决策支持子系统和企业其他决策支持子系统集

成后的系统逻辑结构图。在图4．3中可以看到纺织企业决策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全面预算收集从其他各个模块而来的数据，进行核算和汇总，给出产

品成本、利润等方面非常有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正是管理者做决策时所需

要的。所以，全面预算决策支持子系统解决了决策速度的问题，要提高决策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需要提供一个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该决策方案进行

评估，并基于一定的模型对决策方案进行优化。所以，还需要在全面预算决

策子系统基础上进行功能扩展，建立快速反应系统。

图4-4给出了扩展后的系统逻辑结构图。



在该系统里，全面预算决策支持子系统搜集、整理销售、生产、物料采购决

策产生的相关数据进行决策方案的测算，在全面预算决策支持子系统基础上，

增加快速决策支持功能，形成全面预算与快速反应系统，能够进一步对决策

方案进行评估、优化。以下对提供快速反应决策支持的扩展功能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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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企业决策方案的产生

企业在某一期间关于销售、生产和采购整个运营过程的计划称做企业决

策方案。企业决策方案的生成需要多方面数据的支持，以往企业通常是各个

部门各自为政，取到的只能是局部最优，采用基于全面预算系统的快速反应

机制不再采取各个部门各自做预算然后上报的方法，而是直接由决策层通过

讨论，借助系统做出预算，形成相关决策方案，其他部门可访问获得相关数

据，部门和部门之间通过系统来共享数据形成联系，而非传统地通过数据传

递进行联系。其体系结构如图4．3所示。

以下具体描述在全面预算管理基础上，企业决策方案形成过程。

4．2．1．1制定销售策略

销售策略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销售预测和促销手段的运用。

1)销售预测

销售预测包含几个子变量：产品销售量、产品定价、销售收入额。其中：

销售收入额=∑产品i销售量串产品i定价。

一是产品定价。产品价格是影响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说，

价格由供需状况决定。一般有两种定价方法：①成本加成法，就是在产品成

本基础上加上目标利润；②按需求定价法，就是根据市场和消费者对特定价

格水平接受程度作为客观依据来定价，通常采用微分极值法和边际分析法。

在定价中品的成本数据(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分摊的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等)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采取成本加成法，

还是按需求定价法都需要成本数据。在本系统中，全面预算管理子系统可以

为产品的定价提供完整的产品成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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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销售量和销售收入额的确定可以采取两种方法：

a、以量定额

根据以上的分析，下一期间预计销售量由已有的客户订单和对未来销售

的预测构成。客户订单是已经确定的，而对未来销售的预测需要借助销售决

策支持系统进行预测。在销售决策支持系统里，综合了这两方面的情况，还

需要考察历史销售情况、估计市场总容量、采用各种预测手段确定各种产品

的预期销售数量。另外，销售决策支持系统根据定价策略对每种产品定出预

期售价。预期销售数量乘上产品价格便是单种产品的预期收入，将每种产品

的预期收入加总就是预期总的销售收入。

b、以额定量

在目标利润已定的前提下，可以推算出企业目标销售收入，根据目标销

售收入对每种产品进行分配获得每种产品应该实现的销售额，除以产品单价

就可得到产品预期销售量。在这种方法下面，对销售额的分配应该充分考虑

每种产品在市场上的需求情况。

2)促销手段的运用

促销手段的使用能帮助产品的销售，方式有多种：如广告的投入、分销

点的设置、促销人员的聘用等。在对市场进行充分的分析下，预计竞争对手

将要采用的手段结合自身的市场定位，确定促销手段的使用。

4．2．1．2制定生产策略

生产策略的制定是非常复杂的，包含多个子变量，如：每种产品的生产

量、主生产计划的安排、物料需求计划和产能规划等。

产品的预计生产量可以根据预计销售量推算出来。物料需求计划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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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产量查询产品结构表计算出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配件等物料需求的的计

划；而产能规划是根据预计生产量和目前生产规模计算出来的关于产能的需

求的计划。而主生产计划安排是很复杂的，要考虑产品交货提前期、设备能

力等诸方面的问题。

4．2．1．3制定采购策略

采购策略主要包括确定每种物料的采购量、采购时间、批量方式并对

供应商进行选择。

每种物料的采购量由产品预计生产量和已有库存决定。有时侯采购量

可能比这个推算的值要多，这主要因为批量方法选择和批量调整的问题。采

购时间由物料所需的时间和提前期推算出来。而批量方式则依据成本因素和

企业将来生产的需要。

供应商的选择依据对供应商依据一定的评价指标进行测评后选优所

得。

4．2．1．4制定财务管理策略

根据前面几步的计算，估算企业现金流量情况，如果低于最低限额，

则需要向银行贷款；如果有现金剩余，则可考虑进行短期投资。另外，估算

利润情况，制定股利分红计划。

4．2．1．5全面预算

前面几个步骤确定了企业运作所需的几个重要子变量后，一还需要通过

全面预算系统进行全面的核算，计算预计会产生的成本、可能获得的收入，

从而计算出可能获得的利润，另外还可以对财务状况(包括现金流情况、利

润情况、资产负债情况)做出预算，进行财务分析了解以上各种策略组合带

来的运作效果。



以上4步是方案的形成过程，而全面预算是对前面4步形成的方案的

检验，同时也是前面4步策略制定的依据。

销售决策支持子系统、生产决策支持子系统和采购决策支持子系统三

个子系统提供的销售策略、生产策略和采购策略(这些策略是环环相扣的)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企业运营策略，然后通过全面预算子系统对这个决策方案

进行利润、现金流和资产负债预算，同时提供财务分析数据和成本分析数据，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企业决策方案。在以上这四个系统都建成的前提

下，一个决策方案的形成是菲常快速的。

4．2．2企业决策方案评价的指标体系

决策其本质就是从多个不同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或者说是较优的。往

往某一方面的数据发生改变就会导致整个方案的改变，而企业决策方案涉及

到庞大的数据群，以往决策的缓慢主要是由数据收集不及时、数据计算不准

确等原因造成的。要确定一个令人满意的决策方案，一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帮

助制定决策方案；二是需要～个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价多个决策方案，以帮

助从中选择最优的。

1997年，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工业经济考核的七

项指标为：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

资本收益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等。主要考核

企业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可以作为企业绩效评价

的核心内容。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2004--2005年度对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竞争力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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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测评的指标体系，总共包括7大类20项指标。表4．1是其指标及指标值计

算方法。

表4·l 2004--2005年度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竞争力综合测评指标及指标值计算方法

是否生产型企业 生产型企业：企业占地面积

判断 非生产型企业：办公及厂房面积

全部职工中：

初中以下，I：1

高中宰2

职工教育程度

大专木3

本科粗

研究生木5

职工技术结构 全部职工中技术工人人数／全部职工人数

其中：
人力素质

初中以下木1

领导层教育程度 高中书2

(含车间主任) 大专木3

本科，I：4

研究生术5

领导层培训 培训费用／产品销售收入

科研力量 研发机构职．I：人数／全体职：J：人数

劳动生产率 =：J一：业增加值／从业人员总人数．12／累计月数

=J捌定资产净值／脚定资产原值=(蒯定资产原价一
资产素质 嗣定资产新度系数

累计折IFl)／吲定资产原价

．77·



固定资产产出效率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挣值．12／累计月数

技术改造状况 设备技术改造费用／固定资产净值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快速反应能力 信息化水平 =信息化投入金额／产品销售收入

研发投入比例 研发投入占当年企业总销售收入比例

产品附加值率 =收入／成本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新产品产值／总产值

国家专利／驰名商标／新产品证书(需要02"-'-04年
无形资产

证书复印件)

=利润／(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
成本费用利润率

用)

=(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

额*12／累计月数
盈利能力 总资产贡献率

(税金总额=产品销售税金及附)／If+应交增值税)

利润率 =利润总额／销售收入

流动资产周转率 =销售收入／流动资产．12／累计月数

市场占有率=企业销售收入／行业总销售收入木附加值修正系数

市场占有率 附加值修正系数=企业产品附加值率／全行业产品附加值率

产品附加值率=收入／成本

数据来源：纺织快讯《2004--2005年度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竞争力综合测评情况介绍》

这套指标体系是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与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合作，共同研

究开发，适合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实际的、对企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竞争

力综合测评体系”。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意义。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现在许多纺织企业已经上市。因而对企业业绩的

评价需要更为全面的评价体系。



目前，证券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评价一般采用对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

金能力、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成长能力5个方面进行打分，每个方面的得分

由细分的财务比率得分构成。

表4-2证券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

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 现金能力 资产负债管理 成长能力

能力

1、净资产收益率 1、流动负债与经营 1、每股营业现金流 1、总资产周转 l、主营业务收入

2、每股收益 活动净现金流比 量 塞 增长率

3、主营业务毛利 2、资产负债比率 2、经营活动产生的 2、应付帐款周 2、每股收益增长

率 3、速动比率 现金净流量增长率 转率 率

4、主营业务比率 4、利息保障倍数 3、现金股利支付率 3、应收帐款周 3、固定资产投资

4、现金自给率 转率 扩张率

4、存货周转率

数据来源：证券之星网站。WWW．stockstar．com

表4．2给出的是证券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非常具有代

表性。在本系统里还可以让用户自己定义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将以证券公司对企业评估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例来评估纺织企业

决策方案。

4．2．3企业决策方案评估

根据以上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每个方面的权重给每个方面赋以分数，总

分100分，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能力、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成长能力



5个方面各个方面分值为：25、20、25、15、15，然后再依次细分到每个指

标上。同样，每个指标根据其重要程度分配不同分数。具体见表4-3。

表4．3各指标权值分配及2005年度纺织行业平均值

’，’：一

大类 指标 。～o”，、j?、： 。‘n一， 权值 行业平均值j之

≯盈利 净资产收益率 9 -4．761

j能力7 每股收益 6 0．014

§一’"o：：、“?

一(25≯。 主营业务毛利率 4 18．034

主营业务比率 6 629．949

偿债，’‘ 流动负债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比 6 0．163

、能力V，～ 资产负债比率 6 62．063

(20) 速动比率 4 0．542

利息保障倍数 4 O

觋金 。 每股营业现金流量 6 0．243

能力‘。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长 4 65．747

(25) 窒

现金股利支付率 5 258．71

现金自给率 5 ．7．537

资产负 总资产周转率 4 O．713

债管理 应付帐款周转率 3 12．224

能力 应收帐款周转率 4 15．207

(15) 存货周转率 4 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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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5 6．369

’能力：? 每股收益增长率 5 -0．338

(15>， 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率 5 6．045

表4．3同时给出了2005年纺织行业相关指标的平均值，在对企业决策

方案进行评估时，先计算出方案对应的指标值，拿这个值和行业平均值进行

比较核算其分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Ski=Wi／2q-(Xki-Ai)／ii书Wi／2

其中：

Ski代表第k个决策方案第i个指标的得分

Wi代表第i个指标的权值

Ai代表第i个指标的行业平均值

Xki代表第k个决策方案的第i个指标的值

例如，某个决策方案的总资产周转率算得是0．6，则总资产周转率这一

项得分为：4／2+(0．6．0．713)／0．713'4／2=1．68。

计算决策方案总分只需要将各个分数相加即可。进行方案对比可以比较

单个指标的得分，也可以比较总分。

4．2．4企业决策方案优化

为了达到企业运作目标，需要对决策方案进行优化。根据企业发展的目

标不同，按目标多少不同划分为：单目标决策和多目标决策。

4．2。4．1单目标决策方案优化模型

单目标决策指针对的决策问题只有～个目标，如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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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本研究以利润最大化为例进行阐述。

单目标决策优化的步骤如下：

S1：建立线性规划模型(以利润最大化为例)；

Max profit=f(x)

s．t．AX<=B

X>=O

S2：求解线性规划模型；

S3：进行敏感性分析，考察各因素对目标的影响程度；

S4：按照目标对因素的敏感程度对决策方案逐步优化：

S5：对优化过的方案进行全面预算，提供决策建议。

其中第一、第二步在许多论文和教材里都有阐述，此处不再赘述，而关

于第三步的敏感性分析，本研究小组的赵晓珍在她的毕业论文里有详细叙述。

本文将引用她的研究结果迸一步研究如何使用这些敏感系数进行决策方案的

优化。表4．4是赵晓珍的毕业论文里提供的敏感系数汇总表。

在进行决策方案优化时，我们考虑两种情形：单个因素变动的情况和多

个因素同时变动的情况。

(1)单个因素变动

根据表4．3提供的敏感系数计算各因素对利润的影响程度，选取其中敏

感系数最大的因素，对其进行变更。现假设销售单价的敏感系数最大。设定

销售单价变更上下限和变更步长(假设上下限为：．5％~+5％，即从下降5％

到提高5％，变更步长为1％)，用计算机计算其相对应的利润值，从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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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值最大相对应的销售单价即为最合适销售单价。

假设在预算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内，产品编号

Z94C50X50／150X 120直贡纯棉布的销售单价原来为350元／百米，销售量180

百米，若将原方案的销售单价提高1．2％，即该产品的销售单价提高至354．2

元／百米，则总利润将由原来的17900087元的敏感系数％2 0．07，即利润将

变为17915125元。从敏感系数来看，该产品的利润以0．07倍的速率随该产

品的销售单价变化。涨价时提高盈利的最有效手段，价格下跌也将是企业的

最大威胁。同时经营者根据敏感系数知道，每降价1．2％，企业将失去0．07％

的利润，必须格外予以关注。

以上叙述的是销售单价变动的情况，其他因素变动依此类推。

表4-4敏感系数汇总表

变动因素名称 敏感系数 固定因素名称 敏感系数

销售单

旷彬等
固定制造 s：：一盈

Ylo

价 费用

直接材
s。=一工i x塑 固定销售 ． {母

Ylo q一赢
料单位 费用

成本

直接人 s。=一工，×塑 吲定管理 s。：一鱼
少，o

5

Y，o

丁：单位 费用

成本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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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制 ％=一×堕 财务费用 s。=一鱼
ym yfo

造费用

变动销 旷一×鲁
售费用

变动管 铲一×等
理费用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41]

其中Y表示企业包括所有产品的销售利润；毛表示产品i的销售数量；P。

表示产品i的销售单价；m，表示产品i的直接材料单位成本；w，表示产品i的

直接人工单位成本；z表示固定制造费用；f表示固定销售费用；g表示固

定管理费用；c表示固定财务费用。

(2)多个因素同时变动

许多时候，企业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会采取多种手段来提高利润，

如降低销售单价、提高销售费用(用于广告、促销等)、增加研发投入等。现

假设同时变动销售单价和销售费用，观察对利润带来的变化。

假定销售单价在一5％‘+5％之间变化(变化步长为1％)，销售费用在2’5

百万元之间变动(变化步长为1百万元)，分析分两步：

第一步，先考虑销售单价下降了5％，观察销售费用在2’5百万元之间

变动的情况，将问题转化成单因素变动问题。假设销售费用在2’5百力．元之

间变动时对应的利润分别为R。：、R。。、R小R唧选取其中最大值，假设为&；

(j---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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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将销售单价提高1％，即在原价基础上下降4％，再依次观察销

售费用在2’5百万元之间变动的情况，对应的利润分别为R。：、R。。、R¨、R加

选取其中最大值，假设为R。：(i=2，3，4，5)。

第三步，重复第二步，直到在原价基础上将销售单价提高了5％。

第四步，比较前面步骤所的的最大值R，。(j一5％’+5％，i=2，3，4，5)，

选择其中最大的一个，对应的i，j即是应该选择的销售费用和销售单价应该

变动的值。

当变动因素更多时，方法由此类推。

从表4．3中可以看出，销售单价的敏感系数同时还和销售数量有关，在

进行敏感性分析时还需调用销售决策支持重新核算销售单价变动后带来的销

售数量变化。其实不仅销售单价如此，其他因素也是一样，一旦变化，将引

起销售、生产、采购各个方面的变动，所以，快速决策支持不仅要全面预算

管理的支持，还需要销售决策支持、生产决策支持和采购决策支持，只有将

这四个模块连成一气，才能达到快速反应。

4．2．4．2多目标决策方案优化模型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目标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成本

最小化，而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包括多个方面：经济的、社会的、

环境的等等。每个方面都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追求目标，而这些目标

具有不可公度性(指各个目标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难于比较)和矛盾性，

这类决策问题属于多目标决策问题。

本文对纺织企业在经济方面追求的目标进行了研究。

一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公众对企业的评价通常是通过查看证券公司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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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对企业的评价来决定的。所以，企业在衡量自身价值或制定发展目标时，

通常也会参考证券公司等对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以证券公司

对企业评价的指标体系为例来测定和优化企业决策方案。另外，若要采用不

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只要通过系统提供的自定义功能导入指标体系，并输入

专家打分，决策方案优化过程原理和本例～样，

现假设企业在制定下一年度发展计划时要考虑提高自身的几个方面的

能力，即：．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能力、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成长能力，

假定有3套决策方案(A、B、C)可供选择，选择标准就是看哪个方案能达

到以上所述5个方面的能力全面提升。

分析这个问题发现5个方面的能力构成了方案的目标，且这些目标间具

有不可公度性和矛盾性，属于多目标决策问题。

层次分析法模型

这个问题可以用图4．5(见下页)的层次结构来表明。

为了将问题简化一些，现假设只考虑各个方案的五个方面的能力，而不

去考察各个细分的指标值。以下用层次加性加权法(又叫层次分析法)来解

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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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问题转化为层次结构图(见图4．6)。

方案的合意性

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 现金能力 资产管理能力 成长能力

方案A 方案B 方案C

图4．6企业决策问题的层次结构

第二步，将问题的5个属性的重要程度作比较。在此，我们采用4．2．3

中提到的权值作为其权重，将它们两两比较，得到判断矩阵A。

A=

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能力资产管理能力成长能力

盈利能力 1

偿债能力 5／4

现金能力 l

资产管理能力 5／3

成长能力 5／3

4|S

l

4／5

4／3

4／3

l

5／4

1

5／3

5／3

用根法求解评价指标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步骤为：

S1：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M1=1 X4／5×l×3／5×3／5=0．288

M2=5／4X l×5／4X3／4X 3／4=0．8789

M3=1 X4／5X l×3／5X3／5=0．288

3／5

3／4

3／5

l

1

3／5

3／4

3／5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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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5／3×4／3×5／3×l×1--3．7037

M5=5／3×413×5／3×1×1=3．7037

S2：计算Mi的n次方根

彬=洱=沥孺=o．7796％=河=渐=o．9745
％=河=扼丽=o．7796％=佤=骊=1．2994
职 --1。2994

S3：对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

矽=暇，％，呢，％，呢J。=10．7796，0．9745，0．7796，1．2994，1．2994y

∑哆=0．7796+0．9745+0．7796+1．2994+1．2994=5．1325

谚=南=嚣一o．嘲9
疵：黑：塑堡：0．1899‘

>渺i 5．1325

疵=斋=鬈-o．吲9
厩=斋=器一o．2532
唬=斋=罴．o．2532
所求的特征向量为：形=【o．1519，0．1899，0．1519，0．2523，0．2523]7’

S4：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A．max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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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矽=

k。=喜百(AW)j=黑+
S5：进行一致性检验

0．75848

0．948l

0．75848

1．2641

1．2641

0．9481 0．75848 1．2641 1．2641

一+一+一+一5×0．1899 5x0．1519 5×0．2523 5x0．2523

CI=(A．max．n)／(n．I)一0．000025 当n=5时，RI=I．1 2

CR=CI／RI=．2．23*10。5<0．1，该判断矩阵有满意一致性。

第三步，比较三个不同方案的各个属性的权。为了说明问题，现假设三

个决策方案五个方面最终得分分别为：

方案A：(20．877，16．466，14．434，9．049，8)

方案B：(21．9，15．5，14．3，10．2，10．9)

方案C：(20．7，15，16，9．8，9．9)

表4．5是成对比较的结果。

表4．5a盈利能力

A B C

A l 21．9 20．7

20，877 20。877

B 20．877 l 20．7

21．9 21．9

C 20．877 2l，9 l

20．7 20．7

表4．5c现金能力

表4．5b偿债能力

A B C

A l 15．5 15

16．466 16。466

B 16．466 l 15

15．5 15．5

C 16．466 15．5 1

15 15

．90-

=4．9999

9

9

9

3

3

l

9

1

2

2

5

8

5

5

5

1

1

1

2

2

0

O

O

O

0丌iiiiioiiooi业

5

4

5

／／／l

1

^r、3，J

5

4

5

，／，，l

l

1J

3

2_l

4

3

3●工，，，I，，，，

5

5

5

5

5

3

3，，I，，，

4

4

4

4

4

f'J

1J

●l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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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l 14．3 16

14．434 14．434

B 14．434 l 16

14．3 14．3

C 14．434 14．3 l

16 16

表4．5d资产管理能力

A B C

A 1 10．2 9．8

9。049 9．049

B 9．049 1 9．8

10．2 10．2

C 9。049 10．2 l

9．8 9．8

表4．5e成长能力

A B C

A l 10．9 9．9

8 8

B 8 l 9．9

10．9 10．9

C 8 10．9 l

9．9 9．9

对五个方面的能力，按照第二步的各个步骤计算每个矩阵的特征向

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盈利能力：∥=【0．3376，0．3219，0．3405]7’，cIP-4．31幸10。5(o．1

偿债能力：形=【0．3168，0。336，0．3472]r，cR=．4．31'10’5(o．1

现金能力：矿--[o．3435，0．3467，0．3098]r，CR=0(o．1

资产管理能力：∥=【0．3558，0．3157，0．3285]r，cIPo(o．1

成长能力：形=【0．3934，0．2887，0．3179]7’，cR=o(o．1

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每个判断矩阵都具有满意一致性。

第四步：汇总以上结果，见表4-6

．91．



表4-6决策方案总排序计算结果
一-』

一

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 现金能力 资产管理能力 成长能力 层次总排序

(O．1519) (0．1899) (0．1519) (0．2523) (0．2523)

A 0．3376 0．3168 0．3435 0．3558 0．3934 O．35

B 0，3219 0。336 0。3467 O。3{57 0．2887 O。32

C 0．3405 0．3472 0．3098 0．3285 0．3179 0．33

0．0899 0，1028 0．0891 0．1532 0．1704 I

B=f 0．0848 0，l 129 0．0932 0．1359 0．1251 f

1 0．0884 0．1 129 0．0804 0．1474 0．1377 l

理想解：x‘=lo．0899 o．1 129 0．0932 o，1532 o．1704}

负理想解：x一=10．0848 o．1028 0．0804 o．1359 o．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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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距离

1)各解距理想解x·的距离分别是：

s》0．0109 S；=0．0488 sj=0．0356

2)各解距负理想解x。的距离分别是：

s,-=0．0496 墨=0．0163 S；=0．0202

第四步：计算对理想解的相对接近程度：

C：：o．8204 C：=0．2502 c；=0．3617

第五步：方案排序：1，3，2。这个结果和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结果一

致。

进～步证明层次分析法用在对企业决策方案的评价方面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在该系统里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最后的决策方案进行评价。

4．3本章小结 ，

本章首先对纺织企业决策过程进行分析，找出决策过程中的“时间耗费

点"，针对这些时间耗费点，提出在纺织企业应用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基于全

面预算管理建立快速反应系统的策略，并给出了系统逻辑结构图。纺织企业

全面预算与快速反应系统是基于全面预算决策支持系统，在此之上进行功能

扩展后形成的。

本章对其扩展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主要有决策方案的产生、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和选择、决策方案的评估以及建立了单目标决策优化模型和多目

标决策优化模型对决策方案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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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系统特点介绍

本系统和销售决策支持子系统、生产决策支持子系统、采购决策支持子系统

共同构成纺织企业决策支持系统。它接受从以上3个子系统而来的数据，又给以

上3个子系统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它具有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和财务决策支持系

统的特征，又区别于它们。总的来说，本系统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是一个决策支持系统

本系统具有全面预算、财务分析、成本控制和快速反应等功能，根据前面所

给出的纺织企业快速反应体系所设计，提供了一定的模型和方法，具有决策支持

系统的特征。另外，本系统和企业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另外3个子系统密切相关，

为其提供数据支持。

2)、针对纺织行业特征而设计

本系统完全按照纺织企业运作特征而设计，其预算过程从销售到生产再到采

购和财务，最终对整个方案进行核算。在对决策方案进行评估时，选择适合纺织

行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3)、需要财务管理系统的基本数据支持

本系统没有基本数据的管理功能，相关财务数据需从其他会计信息系统或财

务管理系统中调用。目前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财务管理系统，所以，作者认

为在该系统中没有必要设置基本信息管理模块，只需在系统中加入一个接口导入

相关数据即可。

5。2系统分析

本系统涉及的数据较多且复杂，主要采用了结构化的系统分析方法，结合使

用了面向对象系统分析工具。

5．2．1数据分析

本系统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收集从销售、生产和采购三个决策支持子系统而

来的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因此，系统涉及的数据多且复杂，所以有必要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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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处理的数据和数据流程进行分析。

5．2．1．1数据来源分析

由于本系统许多数据均是从其他子系统中获得，所以以下对数据来源进行了

分析。

1)销售决策支持子系统：

>产品基本信息(产品代码奉，产品名称⋯⋯)

>预测期间(预测期间·，起始时间，终止时间)

>预计产品销售(产品代码·，预测期间}，预计销售量，单价)

>产品库存信息(产品代码幸，期初库存，安全库存)

>销售费用(科目代码宰，名称，发生数额，分摊方式，是否分摊)

包括费用信息：广告费，销售人员人数事(销售人员工资+附加费用)，分销

点个数枣分销点期间平均费用，销售部门固定费用，其他营业费用(如加班、外

勤、通讯、差旅等)、产品库存费用、运输费用、市场研究费用，其他研究开发

费用和应收帐款，销售收入等

2)生产决策支持子系统：

>预计产品生产(产品代码母，预计生产量)

>产品．能力需求(产品代码唪，设备代码事，单位产品能力需求量)

说明：棉纺织企业主要生产设备为细纱机和织布机。为了保持生产产品的统

一量度和可比性，可以将不同型号细纱机(千锭时)生产不同纱线品种产量(吨)

和不同型号织布机(台时)生产不同布产品产品(百米)的计算公式，推算出纱

线产品和布产品各自耗用的设备生产能力计算公式；

单位纱线耗用细纱机设备生产能力数(千锭时／吨)=1／『品种号数木品种常数}

(1一拈缩系数)书速度木效率宰运转率】

单位布产品耗用织布机设备生产能力数(台时／百米)=1／(织布机速度*60掌

效率·运转率)}(每10公分纬密水10'100)

根据布产品所需经纱纬纱用量可折算出单位布产品所耗用的细纱机设备生

产能力。

>设备信息(设备代码木，设备名称，最大生产能力，设备数量，折旧)

>直接人工需求(产品代码幸，人工需求量，工资，附加费用比例，生产工人人

数)



>制造费用(科目代码幸，名称，发生数额，分摊方式，是否分摊)

包括费用信息：车间管理人员工资、附加费用、生产部门固定费用、维修

保养费用、返修／废品费用、厂房等折旧费用、加班费用、燃料费用、浆料费用、

水电费用、包装费用、其他费用(如差旅费用、交际费、会议、培训、通讯费用

等)

3)采购决策支持子系统：

>材料信息(材料代码幸，材料名称，单位，单位价格)

>BOM(产品代码·，材料代码幸，需求量，材料单位，准备时间)

>材料库存信息(材料代码枣，期初库存，安全库存)

>仓库(仓库代码奉，面积，单位面积维护费用)

>采购费用(科目代码乖，名称，发生数额，分摊方式，是否分摊)

包括费用信息：采购部门人数·(平均工资+附加费用)、采购部门固定费用、

订货次数和订货费用、差旅费用、交际费、会议、培训、通讯费用、还有：应付

账款等

从以上3个决策支持子系统搜集来的数据多而且复杂，还需要进行整理。整

理数据主要从2个方面进行；归集成本和生成财务报表。如某售布产品的成本计

算方法如下：

某售布产品成本=变动成本+期间费用的分摊额=(原料费用+动力费用+工资

费用+包装费用)4-分摊的(销售费用+研发费用+管理费用)。

其中某些成本项目是复合数据。如布产品的原料费用的计算：

售布单位原料费用(元／米)=单位经纱用量(吨／百米)宰经纱单位产品成本+

单位纬纱用量(吨／百米)幸纬纱单位产品成本。

而经纱纬纱的产品成本又涉及到自身的原料费用、动力费用等的计算。在棉

纺织企业产品品种繁多的前提下，全面预算里涉及的计算量是很大的，而且数据

钩稽关系很复杂。以下用数据流程图的形式描述其数据流向。

5．2．1．2数据流程图 ，

数据流程图是对数据的来源和走向用图形的形式表达出来，多层数据流程图

从粗到细地对运作过程中的数据流程逐层细化，使用这种工具使得开发者和用户

能更深入、透彻地进行交流。

在本研究中，对本系统的数据流程进行了仔细分析，绘制了相关数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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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是顶层数据流程图。

图5-1顶层数据流程图

顶层数据流程图描述了整个全面预算决策支持子系统的数据输入(即来自于

三个决策支持子系统和8个相关文件)和数据输出(8个相关文件和7个数据报

表)。

顶层数据流程图只能粗略地描述系统的数据输入和输出。要进一步了解详细

的数据流程，还需要对数据流程图进行逐层细化。图5．2到图5．10是细化的数据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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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第1层数据流程图



图5．3第2层数据流程图一数据处理P1的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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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第2层数据流程图—数据处理P2的细化

图5．5第2层数据流稃图一数据处理P3的细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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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第3层数据流程图一数据处理PI．3的细化

图5—10第3层数据流程图一数据处理P1．5的细化

经过逐层分解，该系统的数据流程已经非常明晰，为下一步系统分析提供了

很好的基础。

5．2．2功能需求分析．

功能需求分析是对新系统将要实现的功能进行分析。以下是纺织企业全面预

算与快速反应决策支持子系统的功能需求：

●系统管理。要能够进行系统安全设置(用户名、权限、密码)，能进行系统参

数设置(时问、R期等)。

·系统初始化。能够实现从其他子系统导入数据，能进行计量单位设定(币种、

产品、原料、设备等的计量单位)，能进行成本项目管理，能对分摊方式、折旧

方式等进行设置，能对财务指标体系进行维护。

·全面预算。能进行销售预算、生产预算、库存变化预算、销售、管理、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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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预算、产品成本预算(成本类型预算、成本发生部门预算、成本承担对象预

算、产生产品完全成本)、能进行财务预算(包括企业利润预算、现金收支预算、

资产负债预算)。

◆ 动态预算。能实现弹性预算和滚动预算。

· 报表管理。能进行产品成本结构报表的制作、显示、调整、打印，能编制资

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

· 预算实施反馈。能维护财务指标体系。能进行财务指标分析，并显示与行业

平均值对比的差异。能实现预算和实际的差异对比，并以报告形式显示。

·预算控制。提供差异控制法、间接费用控制、动态控制、ABC与目标成本控

制相结合的成本控制方法。
。

·快速反应。能进行因素的灵敏度分析，能快速对方案进行测算，能给出标准

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能自定义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能对方案进行评估，能

对方案进行优化并提出方案制定的建议。

5．3系统设计

5．3．1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设计是对系统总体结构给出功能模块图。图5．11即为本系统功能模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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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代码设计

本系统许多数据主要从其他三个子系统导入的，这些数据的代码遵循其

他系统的设计。本系统特有的数据主要有：财务指标体系和方案评价指标体

系，以及一些相关会计类数据。会计类数据遵循行业标准，以下介绍财务指

标体系和方案评价指标体系相关数据代码设计。

(1)财务指标体系

财务指标体系共分6大类(短期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负债管理能力、

盈利能力、企业市场价值、现金流量情况)，每大类下有单个财务比率。指标

代码设计为：

XX XXX

为5位数字，前两位为大类代号，共可存放100个大类，后3位为财务

比率，可为每个大类提供存放1000个财务比率的能力。例如短期偿债能力下

的流动比率其代码为：01 001。

(2)方案评价指标体系

方案评价指标体系的代码设计类似于财务指标体系的代码设计，指标代

码设计为：

XX XXX

前两位为字母，代表评价体系大类，如盈利能力为YL，偿债能力为CZ，

现金能力为xJ，资产管理能力为ZC，成长能力为FZ。后三位为数字，表示

每个大类里小的指标，如盈利能力里的净资产收益率的代码为：YL 001。

．10S．



5．3-3数据库设计

5．3．3．1关系数据结构的建立

图5．12的E．R显示了本系统的实体关系。

匿，◇画
图5．12 E．R图

5．3．3．2数据表设计

根据以上E．R图可以进行数据表的设计。本系统共设置19张数据表。表

5．1显示了本系统的数据表。

表5一l数据表汇总

数据表名 内容

ACCOHllt 会计科目

Activity 作业

BoM 物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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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ltem 成本项目

Device 设备能力

Fee 费用项目

Finlndex 财务指标体系

Login 登录

MateBudget 材料预算

Material 材料

ProdAct 产品．作业情况

ProdCPT 产品．能力情况

ProduceBudget 生产预算

Product 产品

SaleBudget 销售预算

Slndex 方案指标体系

StoreMatelnfo 库存材料信息

StoreProdlnfo 库存产品信息

Userlnfo 用户信息

数据表具体内容见附录。

5．4系统实施

在以上系统分析和系统设计的基础上，本研究小组对此系统进行了开发。

5．4．1系统开发工具

本系统开发采用了MicroSoft Visual Basic．NET(以下简称VB．NET)作为

系统开发的工具，数据库使用MicrosoftAccess2000。

之所以选用VB．NET作为系统丌发工具，是因为：

1)从界面制作上来说，它是真正的面向对象的程序丌发工具，且具有非

常好的图形界面，容易学习。

．107．



2)从数据访问方面来说，它提供ADO．NET为所有基于．NET Framework

的Visual Studio应用程序提供可伸缩、高性能的数据访问。可以直接在数据

源中访问数据，也可以创建内存缓存(即数据集)来处理已断开连接的数据。

还可以将XML作为关系数据直接使用，或者直接创建并编辑XML文件。

这为系统联接后台数据库提供了便利。

3)网络应用。VB．NET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能够创建基于W．eb的分布式

应用程序。VB．NET能够使用Web窗体页创建应用程序用户界面，以及使

用XML Web services创建组件。这为建立B／S结构的系统提供了很好的条

件。 。

另外一方面，之所以选择MicrosoftAccess2000主要是因为：

1)它和VB．NET同属于微软的产品，是VB．NET默认的数据联接。

2)它属于小型数据库，适合于中小企业使用。

在系统开发中，使用的数据联接都是动态的，如果要更换数据库也是很

方便的。

5．4．2系统功能实现

该系统大部分功能都得到了实现。以下就部分主要功能进行介绍，其中

引用某纺织企业2005年数据对系统进行测试。

对方案的评估分3步进行，第一步，首先从三张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里导入数据，图5．1显示了其界面。



第5章纺织企业全呵琐算与快速反应系统实现

图5-1方案评估．数据导八

第二步，依据导入的数据进行财务指标比率核算。图5-2显示了其界面。

表中给出了该企业2005年度各个指标值以及纺织行业在2005年度的平均值、

最高值和最低值。

f二二一
⋯⋯一⋯一⋯”。’ l

一’4鞠，__o■■■黑—舞舅曩l囊 l

}一}戛i Fl l⋯# M*¨w m【n^4 2 I

创5-2方案评估一指标核算

第三步，根据核算得到的指标值，按照4 2 3所述的规则进行评分。图5-3



是其界面。

图5-3方案评估-方案评分

当对某个期间有多个方案，需要了解各个方案的优劣性时，可以使用系

统提供的方案优化功能。

第一步，修改方案。对已有的方案进行修改，形成新的方案。如图5-4所

示。也可以清空原来的方案．重新填入新的数据。

斟5-4方案优化．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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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对新的方案进行评估，可以查看各个方案的各个指标的得分。

如图5-5所示。

围5-5方案优化．评估方案

第三步，调用模型对已有的方案进行选优。如图5-6所示的是采用层次

分析法所得到的结果。

酎5-6方鑫优化．方盎选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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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软件工程的原理实现了纺织企业全面预算与快速反应系统。

在系统分析里主要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数据来源分析理清了全面预算决

策支持子系统与其他决策支持子系统之间数据的联系；数据流程图用图形形

式理清了数据之间复杂的钩稽关系。然后对系统功能需求进行了分析。

系统设计给出了系统总体结构图，并提供了代码设计和数据库设计。

系统实施部分给出了主要功能模块的界面图。



结论

6．1全文总结

结论

本研究针对目前纺织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纺织企

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市场需求不敏感，产品结构不合理。解决这两个

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纺织企业实现快速反应。提高纺织企业快速反应能力

的方法有许多，其中，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针对这一观点，作者在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就快速反

应、全面预算管理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分析，发现全面预算管理能为企业快速

反应提供很好的数据支持。基于此，作者创新性地提出，在全面预算管理的

基础上建立纺织企业快速决策支持体系。在该体系下，首先建立适合纺织企

业特点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该体系能对纺织企业运作过程进行全面的预算，

并提供预算控制、预算实施反馈功能。在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基础上进行功能

扩展，建立纺织企业快速反应系统。

在纺织企业全面预算与快速反应系统里，全面预算管理提供管理基础和

信息基础，只有通过全面预算管理提供的管理基础和信息基础，才能实现纺

织企业的快速反应。本文就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的构成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

在原理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应用软件工程的原理，使用结构化的系统分

析和设计方法对系统进行了分析和设计，并就实现了部分系统功能。

在实现了系统功能后，通过引入某纺织企业相关数据对系统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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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系统能达到预计功能，证明系统具有实用意义。

6．2研究展望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全面预算管理建立快速决策支持的理论，这不仅仅是

开发一个软件的问题，最主要的还在于从管理上着手，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然后才能实现快速决策，因此，这主要还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在快速决策支持领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1)方案的制定、评价和优化。每个企业的方案都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其

涉及的指标不一样，而这些指标数据来源于企业各个部门，有些甚至来源于

企业外部，所以，如何快速地搜集整理和方案有关的数据值得研究：每个行

业每个企业运作评价的侧重点不同，所以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应该有不

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估一个方案

优劣的重要基础；一般在选择方案时很难达到最优，只能选择令人满意的方

案。如果系统能够提供更为强大的优化功能，使企业管理者在不断变化的市

场环境中仍然“处变不惊"，将是非常必要的。

2)如何和企业流程整合。现在许多企业都在实施应用ERP，ERP系统

里已实现了部分决策支持的功能，如何能有效地整合企业的ERP系统和决策

支持系统，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效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随着快速反应概念的不断普及，快速决策支持、快速生产、快速营销、

快速物流等概念也层出不穷，不管是快速什么，其本质概念就是要减少提前

期及其所带来的成本。因此，在快速的概念底下，无论是从企业信息化还是

管理水平提高方面都是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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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名：Account

附录数据表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科目代码 文本 30 关键字

科目名称 文本 30

借贷方向 数字 整型

发生金额 货币

表名：BOM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ProductC：ode 文本 10 关键字

MaterialCode 文本 10 关键字

MaterialAmount 数字 单精度型

MaterialUnit 文本 10

PrepareTime 数字 整型

表名：Costltem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ProdID 文本 30 关键字

CostlD 文本 30 关键字

CostName 文本 30

CostType 文本 30

CostAmount 货币

DC 数字 1为借．1为贷

TimelD 文本 20

表名：Devic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DevlD 文本 30 关键字

DevPrice 货币

DevName 文本 30

DevMax 数字 单精度

DeVA mount 数字 整型

．1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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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名：Fe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FeelD 文本 30 关键字

FeeName 文本 30

FeeAmount 货币 8

DivideMtd 文本 2

Divide 是／否 1

表名：Finlndex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指标代码 文本 20 关键字

指标名称 文本 100

数值 双精度型 8
●

行业平均值 双精度型 8

行业最高值 双精度型 8

行业最低值 双精度型 8

表名：Login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Usel" 文本 50 关键字

Pwd 文本 50

IsAdrain 是／否 l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MatelD 文本 30 关键字

MateDmd 单精度型 4

MatePcs 单精度型 4

Ratio 单精度型 4

表名：Material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艮度 备注

MatelD 文本 30 关键字

MateName 文本 50

MateType 文本 50

MateUnit 文本 10

一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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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Price 货币 8

I MateID 文本 30

表名：ProdAc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ProdlD 文本 50 关键字

FeeID 文本 20 关键字

FeeRatio 单精度型 4

表名：ProdCP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ProdlD 文本 50 关键字
●

一

DevID 文本 50 关键字

DevReq 单精度型 4

表名：ProductBudge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ProdID 文本 50
‘

关键字

ProdAmount 长整型 4

表名：Produc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ProdlD 文本 50 关键字

ProdName 文本 50

ProdType 文本 50

Prodl5『nit 文本 10

表名：SaleBudge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ProdlD 文本 50 关键字

SalePrice 货币 8

SaleQty 长整型 4

cashRatio 单精度型 4

SaleCost 长整型 4

表名：Slndex

I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度 备注

l指标代码 文本 5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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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指标名称 文本 20

I行业平均值 单精度型 4

表名：Sco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方案代码 文本 6 关键字

指标代码 文本 5 关键字

指标名称 文本 100

指标得分 欲精度型 8

表名：StoreMatelnfo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MateiD 文本 50 关键字

OrigQty 长整型 4

QrigPerVal 文本 50

FinalQty 长整型 4

表名；StoreProdlnfo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ProdID 文本 50 关键字

origQty 长整型 4

OrigPerVa! 长整型 4

FinalQty 长整型 4

表名：Userlnfo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User[D 文本 50 关键字

TIueName 文本 50

Gender 是／否 l

Age 长整型 4

Relation 文本 255

Other 文本 255

表名：Balanc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行数 舣精度璎 8 犬键字

科目类型 文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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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文本 255

l数值 双精度型 8

表名：Cash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备注

行数 长整型 4 关键字

科目名称 文本 255

数值 双精度型 8

表名：Profit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宇段长度 各注

行数 长整型 4 关键字

科目名称 文本 255

数值 _取精度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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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1]协同时代ERP与SCM应用的对比研究，系统工程，2005(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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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羊 英

2006年12月于旭同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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