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湖小工单-如何进行数字化生产管理

产品名称 黑湖小工单-如何进行数字化生产管理

公司名称 福建助飞软件有限公司

价格 10800.00/件

规格参数 数字化转型:车间生产管理系统
生产进度跟踪:制造业生产管理
工单管理系统:黑湖小工单轻量mes

公司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望海路23号

联系电话 4006565268 13159278925

产品详情

企业信息化规划如何落地？规划做好了，蓝图也画好了，人手一块大饼也已经揣好了，那么该怎么落地
呢，这才是最关键的。我将企业信息化规划落地分为4个周期，以最典型的制造行业为例，以黑湖小工单
这个企业应用系统搭建平台为例，接下来给大家详细拆解下传统企业的信息化规划该如何落地。从0验证
：小处着眼，从简做起对于一家没有接触过信息化，或者刚开始做信息化的企业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
破冰。由于信息化刚刚起步，一进企业调研，满目都是信息化缺口，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做起。这个时
候最怕的就是首个推行的方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陷入泥沼，拖了半年一年，最终无法落地。企业各
部门也配合了、精力也用了、金钱也花了，最终还是没能带来有价值的企业改善。因此对于第一个周期
，zui好从小处着眼、从简做起。对于刚开始做信息化的企业来说，不必做得很深入也不必做得很广泛，
找到一个简易场景先开展、先验证。这既是对零代码平台能力的验证，也是对企业管理能力的验证。小
微企业建议从生产报工这个场景做起（年产值2个亿以下）年产值在2个亿以下的小微企业，要做信息化
规划的落地，可以先从生产报工（单个工段）开始验证，所设定的信息化目标可以参考以下：一物对一
码每份计划单对应一张生产流转卡，卡上配有专属二维码；手机对准流转卡扫码，既可查看对应计划单
的产品信息、计划生产数、安排工序等信息；也可直接进行报工。无纸化报工：1.员工工作完成后，扫
描流转卡开始报工；2.员工手机扫码后，开始录入自己本班次的产量；3.通过班组长核对，可以规避多报
、误报、漏报：4.报工完成流转质检进行质量检查，填报良、废品数。实时产量数据1.员工每次上报数据
，系统实时汇报数据；2.通过仪表盘直观地展示生产数据，还配有异常预警，协助管理；3.管理者可通过
电脑、手机随时随地查看并进行有效监管。自动计件工资1.财务提前设置好计件工资规则，员工报工后
系统自动根据规则计算工资；2.员工报工后即可根据提交时间、员工姓名查看今日工资。生产跟踪查询1.
计划的生产、质检、完成度、负责人情况在线记录，每个计划均有记录，管理层随时查看计划进度；2.
一旦产品质量出现异常，输入单号便可查询完整档案。数据化展示1.系统配有可视化的报表展示功能，
强大的数据处理引擎，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数据分析展示；2.系统可根据上报数据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分
析展示，例如班组排名、不良率分析、工序优化、生产效率等等。出入库记录1.库存查看：实时展示备
件的库存情况；2.领用追踪：谁什么时候领用了什么都记录在案；3.库存预警：库存不足时自动提醒相应
责任人。中大型企业建议从合理化建议平台做起（10亿以上）对于年产值10亿左右的中型企业，建议先
从合理化建议平台做起，这篇主要讲中小企业，所以这块儿不展开讲了最终而言，第1个周期的目标主要
是两个，一个是“变化”，一个是“习惯”。“变化”指的是看到信息化给企业带来的变化：一是企业
的管理结果有数据可查二是要去降低文员、统计员的工作压力，要是能优化掉这些数据助理岗位那就更



能说明问题。三是要让一线员工的管理更加标准、更加透明。“习惯”指的是让企业习惯信息化、拥抱
信息化：一是让员工能够习惯使用智能手机以及IM工具，能够适应通过智能手机汇报工作的管理模式。
二是让简道云管理员在第0期中掌握快速搭建、调整应用的能力，为后续更大的应用落地、数据维护打好
基础。三是让管理者能够习惯在手机、pad、大屏上查看管理结果，并给出更加精准的管理决策。而在这
一个周期中，理想的落地时间时：1个月内3-5天去确定场景简道云管理员用1个礼拜的时间测试、学习简
道云再用2-3天的时间下载demo并进行修改、调整用1个礼拜的时间召集少部分一线员工进行小规模测试
，进一步调整应用最后用1个礼拜的时间推广到所有相关员工那里。从0-1：需求调研，规模化信息化铺
开经过第一个周期的小规模落地和验证，接下来就能进入第2个周期了，这一周期就要准备做大规模的信
息化落地了。而在大规模落地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需求调研。可以就如下三个方向对全企业
进行完整、全面的信息化调研：第一个方向：假如已有信息化系统，那么现有信息化系统的不足主要体
现在哪里？如果能够回答清楚以下4个问题，那么这个方向的调研就完成了：对于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的
数据统计需求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对于中层干部来说，他们是否能够积极主动地使用信息化系统作
为管理工具？对于基层员工来说，填报的数据是否足够规范？然后再去看信息化系统总体的信息质量情
况，主要考察数据的完整性、准时性、准确性，尤其注意是否存在信息化系统间信息不打通、数据孤岛
导致业务无法跨系统流转、数据无法跨系统汇总的情况。第二个方向：企业还在使用excel或纸质化流转
的流程还有哪些？如果企业已经存在信息化系统，但因为种种原因仍在用excel、纸质、邮件进行业务流
转，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信息化系统与业务实际流转流程不符，员工无法直接在信息化系统中流转业务。
同时存在信息化系统和excel纸质流转的场景实则非常危险，这是因为员工会优先运转跟业务紧密相关的e
xcel或纸质流程，信息化系统上的数据反而会事后补填，这一行为不仅是在挑战信息化系统先后流程的数
据严密性，另一方面一旦员工忘记填写就会造成业务数据丢失、遗漏。除此以外，还没上信息化系统的
、在使用excel或纸质流转的场景，还可以划分为核心业务、边缘业务，可以进行区分调研。对于边缘业
务来说，excel流转的场景切换到简道云上面，几乎可以照搬；对于核心业务来说，则需要考虑是否要对
业务流程进行整改。第三个方向：从集团整体战略目标出发，无论是信息看板还是业务流程，是否都有
信息化系统支持？我们还可以从集团、部门的整体战略目标出发，从绩效和增长目标来看，还有哪些信
息化需求没有被满足。高层、中层、基层、一线员工的薪资、绩效是否都有相应的信息化系统支持，形
成上下对齐、有据可依的绩效薪酬体系。集团总体和各子工厂的增长目标方向一致，但是具体指标、管
理模式肯定是不相同的，那么二者使用的信息化系统、搭建的应用也应当有其独特性。经常能看到这样
的反例，集团总部拿着按自己需求开发的应用，拿到具体的下属工厂里面推行，虽然做的业务模块看似
一致，但由于人员素质、管理结构的原因无法落地，甚至还影响到工厂生产。对于职能、后勤部门来说
，他们的绩效目标与整体增长目标是有差异的，这些支持性部门的需求不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集团
内部，要想发挥他们的能力，必须要建立一套高效评价的机制，相关的服务反馈指标要能够从信息化系
统中体现出来。再就是集团内部创新。一个集团不可能完全都是固化的管理目标。总有创新型业务，作
为集团的试验田，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管理目标量化方法。这些创新型业务的负责人往往很难找到合适
的信息化系统来复盘管理结果，常常会忍受目标难以确切衡量的管理痛苦。有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
业可以做好一整个信息化架构的规划，看着很清晰明了。其实这是最终造好的大楼，只要我们前期业务
梳理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慢慢就砌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化架构图。当然，如果自己做需求调研
感到困难，也可以与我们联系，申请售前顾问协助做专业的需求调研。从1-N：规划方向，着眼未来信
息化工程做得扎实、落地，企业就有机会去探索信息化和自动化如何进行对接，完成两化融合。如果信
息化这边的工作还不够扎实，贸然地上软硬件对接，很有可能因为IT部门人员不足、经验缺乏、信息化
目标不明确，导致项目失败。软硬对接的项目成本，由于包含硬件改造，成本往往可以达到几十甚至上
百万，一旦项目失败，带来的企业损失是很重的。因此，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员工不接受报工填报
就直接想跳过信息化建设，直接搞两化融合，这样的项目风险实在太大，zui好还是稳扎稳打，先练好信
息化的基本功。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生产管理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联系，帮您选择合适的信息化管
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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