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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平衡计分卡基本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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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ERP系统与平衡计分卡（BSC）结合，提出了“ERP平衡计分卡”这个新概念，并对ERP平衡计分卡的基

本框架及其评价模型进行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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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可以参考的ERP系统的评级标准主要是美国

生产与库存管理协会（APPICS）对实施MRP域系统的企业进

行业绩评价的分级标准：A级企业，必须实现物流同资金信息

流的集成，中高级管理人员会使用ERP系统，95%以上的员工

了解ERP系统，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B级企业，要实现

闭环的ERP，使用计划和控制的部分功能，中级管理人员会使

用ERP系统，80%以上的员工了解ERP系统，创造部分经济效

益；C级企业使用ERP系统中的库存、订单系统，减少库存，创

造有限的经济效益；D级企业仅仅采用数据处理系统，部门使

用数据处理，数据准确性差，只能创造少量经济效益。但这种

评价包括的内容仅仅局限于ERP的实施效果，没有包括所有

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技术经济指标。

一、ERP平衡计分卡的可行性研究

回顾财务指标体系，最早具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初杜邦

公司的杜邦分析系统，由于会计数据易于获取、可比性较强，

加之资本市场对财务信息的需求，从而将财务指标作为评价

指标。但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资本市场和股东认

为财务指标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现实状况和未来价值创造；

另一方面，管理者认为财务指标无法全面地评价企业业绩。针

对杜邦财务指标体系的缺陷，有两种不同的修正思路：淤通

过对财务指标的调整，设计出更接近企业经济现实并反映企

业未来价值创造的指标。这一思想就是1991年Stern Stewart公

司提出的经济增加值（EVA）。EVA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对财务

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这种调整使EVA比会计利润更加

接近企业的经济现实。但作为一种基于战略管理的业绩评价

方法，它的局限性是没能将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于补充现有的财务指标体系，即补充非财务指标、超前指标、

长期指标、全局指标等，从多角度来评价企业业绩。这一思想

就是20世纪90年代由Kaplan和Norton提出的BSC。BSC的评价

指标源于企业的战略目标，它通过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客户、

财务、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的指标来补充传统的财务指标。

BSC要求以战略为导向，平衡兼顾战略与战术、短期目标与长

期目标、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滞后指标与先行指标以及

局部指标与全局指标。

ERP系统不仅包括财务管理模块，还包括生产控制管理

模块、物流管理模块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块等，其成功实施的关

键因素不只在于企业的财务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于高层管理

人员的支持、企业的内部流程优化以及企业员工的素质等非

财务因素。因此，对ERP 环境下的企业绩效进行评价时，不能

用单一的财务指标体系，而BSC多维度指标体系的特征恰好

满足了这一要求。

从另一角度看，ERP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与BSC的四个

维度存在一定的映射关系。ERP系统中的生产管理、物流管

理、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模块的执行效果和企业各部

门的业绩就可以通过BSC的四个维度得到综合的评价。同样，

在BSC实施过程中，其业绩评价指标涉及到的企业财务数据，

大都可以从ERP系统的各模块中读取。因此，ERP绩效评价系

统应以BSC为基本框架。

二、ERP平衡计分卡基本框架设计

由于各企业生产经营的类型、管理水平、ERP应用水平的

高低和范围以及企业经营规模存在差别，因此用简单的方法

来评判企业ERP绩效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ERP给企业带

来的价值。

实施ERP系统的最初目标是使公司内的数据集成化、一

体化，从而使企业业务流程自动化、数据集成化；经过一段时

间运行，管理人员适应并掌握ERP系统后，发现ERP系统能给

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提供信息，从而帮助他们提高决策能力，

不仅如此，ERP系统的实施还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战略目标，把

公司的长期战略和短期经营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科层制”管

理模式转换为现代的“流程制”管理模式。因此，结合实施ERP

系统的三个目标层次，即数据的自动化、信息的传递性、经营

战略的转换性，使用BSC的四个维度，即内部业务流程、客户、

财务、学习与成长，可以构建ERP平衡计分卡的基本战略框架

（见下页图）。具体的思路是先将框架按照实施ERP系统的三

个目标层次来划分：第一层次将焦点集中于企业的营运层，第

二层次将焦点集中于企业的战术决策层，而第三层次将焦点

集中于企业的战略管理层。在这个基本框架下，一共有12个单

元，为了方便建立模糊矩阵的需要，又从每个单元中选取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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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如下表所示：

三、ERP平衡计分卡模糊评判模型

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应用模糊矩阵法来建立

ERP平衡计分卡模糊评判模型，以对企业ERP实施进行综合评定。

包括下列5个步骤：

1援 确定ERP平衡计分卡的因素集。F为影响ERP绩效的因素

集，分成三层。根据上图所示，将F划分为F1、F2、F33个一级子因素

集。然后将一级子因素集分为12个二级子因素集：F1={F11，F12，

F13，F14}；F2={F21，F22，F23，F24}；F3={F31，F32，F33，F34}。根据上表

所示，三级因素集包含36项指标体系Fmni，其中：m=1，2，3；n=

1，2，3，4；i=1，2，3。

2援 确定ERP绩效标准。绩效评价通常评定为多个等级，假定建

立三级评价标准，V={V1：好，V2：一般，V3：差}。

3援 确定考核因素的隶属度向量矩阵。通过对企业实施ERP系

统过程中的数据进行收集与处理，结合专家的经验来确定适当的

隶属度，对每个因素Fmni进行单因素评价，例如制造周期效率这个

指标，经过调查，这个指标明显提高的占35%（0.35）；效果一般的占

45%（0.45）；效果差的占20%（0.20），这样可以得到F111隶属于V的

隶属度为（0.35，0.45，0.20）。按照类似的方法可分别确定其余35个

基本因素隶属于V的隶属度。根据层次关系往上推导，可得到第二

层的模糊评价矩阵：

Vmn=

Vmn1' Vmn1'' Vm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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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1，2，3；n=1，2，3，4。

4援 确定各子因素的权重。BSC系统是一个与企业的

战略远景联系在一起的信息管理系统，当BSC在企业层

设定以后，必须把它传递到下一个层次的部门，通过与

最高层次的BSC的交流与沟通，使公司的远景战略得以

实施，建立该层次的BSC，然后尽可能地延伸到企业的各

个层次，最后让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有自己的BSC，让他

们看到他们每一天的工作如何与企业战略计划所支持

的高层次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样让绩效的衡量延伸到企

业的每一个角落。由于BSC根据企业组织的战略要求而

精心设计了指标体系，这样制定权重指标就有了基本的

依据。这使得绩效评价系统中重要而又困难的一个环

节———权重的确定变得相对可靠。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灰

色关联度方法构造权重矩阵A：

第一层子因素集的权重指标：A=（a1，a2，a3）； 。

第二层子因素集的权重指标：Ai=（ai1，ai2，ai3，ai4）

第三层子因素集的权重指标：Amn=（amn1，amn2，amn3）

（m=1，2，3；n=1，2，3，4）。

5援模糊评价。

第二层的模糊评价：Bmn=AmnVmn=（bmn1，bmn2，bmn3）

（m=1，2，3；n=1，2，3，4）。

Amn是“1伊3”的矩阵，Vmn是“3伊3”的矩阵，因此Bmn

是“1伊3”的矩阵，得到12个Bmn矩阵。将它分成3组，分别

为B1，B2，B3，其中Bm是“4伊3”的矩阵。

第一层的模糊评价：Bm=（Bm1，Bm2，Bm3，Bm4）
T

Ym=AmBm

Am是“1伊4”的矩阵，Bm是“4伊3”的矩阵，因此Ym是

“1伊3”的矩阵：Ym=（ym1，ym2，ym3）。

最后得到综合评价：Z=A（y1，y2，y3）
T。

ERP系统的绩效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营运、企业的战

术和企业的战略三个不同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系统运

行的集成化、业务流程的合理化、绩效控制的动态化、管

理改善持续化。我国企业实施ERP系统的总体水平偏低，

通过对ERP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的研究和模糊性分析，

有助于企业了解差距，改善ERP系统实施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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