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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关键零配件质量管控体系建设探索

高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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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采用信息技术与商业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的新型采购体系管控与实施，实现模式标准化、精细

化、高效率。在此基础上，利用多种信息技术，建立以“成本管理”，“物资管理”，“物资采购”，“物资仓储”四大

管理节点为管理依据的“物资采购管理协同系统”。通过标准化的体系，借助信息化平台的实施，在“科学化、标准化、

规范化、制度化、协同化”的前提下，将科学的商业方式与先进的物资采购方式相结合，有效地减少了成本与存货，追求

最优化的品质与费用，持续提高公司的核心能力，为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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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ontrol 
System for Purchasing Key Spare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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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ercial technology is adopted to control and 
implement the new procurement system of enterprises, achieving standardized, refi ned, and effi  cient modes. On this basis, utilizing 
variou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system for material procurement management based on four major 
management nodes: cost management, material management, material procurement, and material warehousing. Through a standardized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s, under the premise of “scientifi c, standardized, standardized, institutionalized, 
and collaborative”, scientifi c business methods are combined with advanced material procurement methods, eff ectively reducing costs 
and inventory, pursuing optimal quality and expense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company’s core capabilities, and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China’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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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规模较大，生产过程复杂，技术密集型、劳动密

集、其成本产生时间跨度较大，且财务和预算的费用账

户之间互相重叠，造成了管理上的盲点。在收集、核算、

统计时间上，企业整体的成本核算与汇总存在着严重的偏

差。与之相适应的材料还存在着经营特性、用途特性和结

算方法等方面的特征。为此，如何对数万个零部件、数千

个辅助装备以及数万吨级的原料进行精细、科学地控制，

一直是国内制造企业面临的难题，而如今更为突出。当

前，在全球企业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

成本竞争力已成为当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

1  问题提出

目前，国内的大型企业每年产值都要达到100亿以上，

仅仅依赖于以往的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生产

需要。在此基础上，以“数字化”为依托，构建以数字化

为核心的制造系统，为企业的精细经营与管理创新提供有

力的保障，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零配件的传统采

购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1）物资采购的流程不够标准，

各环节的控制效率不一，采购的风险控制水平较低。（2

）目前我国企业的关键零配件采购工作仅仅是以问题为中

心，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方式进行管理，仍处于事务处理的

层次上，尚未建立起一套以系统思想、以制度为架构的、

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具有科学性的控制机制。（3）成本

管理方法过于简单，成本汇总不及时，成本分析不及时，

无法对企业的生产管理进行有力的支撑。

2  创新管理对策

2.1 谋划顶层设计，以系统思维优化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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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加强对造价预算管理的顶层设计

与整体计划，以“成本管理”系统为基础，对企业的成本

与预算进行整体梳理、设计与构建。对预算和成本管控层

级、界面与职责进行详细的划分，加强对成本和预算的全

流程控制，对企业在成本和预算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

进行及时的研究、分析、考核、纠正和总结，从而提高对

企业的预算与成本的管控水平。

在此基础上，对各职能进行了分工、加强了协作，使

整个体系的费用达到了最优。从单一的材料采购管理变成

了几个不同的部门合作来控制材料的成本。也就是说，关

键零配件的采购是首要的职责；设计人员对关键零配件的

选择和设定指标是次要的职责；市场营销，风险管理，财

务管理属于成本管控的范畴；审计机关是纪检监察机关；

关键零配件采购管理系统是维护和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设立第一责任部门，第二责任部门，以及协助管

控部门，控制部门，监督部门，对责任划分进行了详细的

划分。我们要激励并促进各个单位之间的协作，提前谋

划，积极协作。在此基础上，利用“关键零配件采购信

息与采购资源共享平台”“大宗材料集中购买平台”等，

对“成本管理”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达到降低系统费用

与提高产品品质的目的。

2.2 设计和构建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保障采购资金安全

统筹规划、顶层规划，构建统筹全局的综合预算管理体

制。建造是一种大规模、多层次、多领域的生产过程，其

造价的产生时间跨度很大，难以对其进行汇总、核算。这

主要是由于数据来源、财务账户和成本预算账户之间的交

叉和重叠以及管理上的盲点。制造企业在建造过程中，由

于其在建造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费用核算与核算时间上的

差异，使得制造企业不能准确把握自己的成本情况，这对

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通过信息化技术，将采

购价格与目标成本、成本预算进行整合与联动，从而达到

对制造成本进行信息化、标准化管控的目的。通过建立“

关键零配件采购费用管理协调系统”和“全预算管理系

统”，利用价格信息资源共享、集中采购等创新性的采购

管理方法，对采购费用进行系统化的控制，从而使企业的

采购品质与效益得到最大化。在关键零配件采购资金的外

部支付过程中，通常依赖于原始合同，以防止一次付款。

所以，要对财务控制方法进行革新，利用物资采购控制系

统中的物流信息的独特性，以及在物流信息流通流程中每

一个工作步骤之间的相互关联，来避免重复支付，用科技

的方法来保证采购资金的实质安全性。

2.3 规范制度流程，构建创新的物资采购管控体系

通过系统与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来规范企业的经营

活动，促进企业的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通过将“物资采

购”的管控体系向前推进，对整个企业的工作程序、组织

架构进行了优化，对企业的采购活动进行了规范，并对企

业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改革，实现了对“物资采购”的关键

节点的精确管理。一方面，注重制度费用的优化，凸显

了对体制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制度的降本作

用，通过对企业的物资采购管理进行改革，以“降本增

效”为核心，努力实现科学、高效、严谨、规范的物资采

购工作，在降低费用的前提下，使采购的品质得到切实提

高。从管理的系统性角度来看，将生产部门、技术部门

和功能部门的协作能力都发挥出来，建立起“采购管理协

同、供应链协同的降本系统”，让各个部门和专家的核心

角色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让最好的供应商都能够加入产

品的设计中来，从而促进供应链的管理协同，实现企业的

经营范围和经营业绩的最优，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品

质的目的。通过对供货商队伍的优化，提高产品的品质和

价格的竞争能力。

2.4 统计监督和网上监管，提升仓储管理水平

关键零配件采购费用的降低不能仅仅集中在订购方

面，而要用一套系统的思想来指导，把降低成本的降低与

储存时间的效率、对库存进行高效的使用、对物资的生产

准备进行合理地配合，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保证高品

质。以“物资仓储”为中心，采用多种科学、高效的物料

管理方法，对其进行精细化的控制，以达到减少采购费用

的目的。具体地说，把物资生产准备协作、仓储管理以及

减少成本、费用等工作视为一个体系，充分运用物资管理

信息系统中的即时资源，对过剩物资进行最优的使用，制

订出订购之前扣除/已签约的合同减帐/已经签约的退回的

操作方法和程序，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通

过对设备和物料的到货时间进行严格的管控，对一般物资

的库存标准进行了科学的控制，杜绝了不合理的暂时估算

和没有达到的数额，从而降低了在路途资金的占用，减少

了节约成本的目的。根据准时化管理的要求，做到“不超

额，不超时”，保证资金的周转时间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

水平；选择重点类别和重点品类的物资，对其进行动态管

控，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从而不断地改进其控制指数。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对采购管理工作各阶段的内在联系

进行综合分析，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利用新型的采购管

理方式，如：集中采购、信息资源分享等，增强产品的品

质和价格竞争能力，把企业和它的供应商队伍看作一个整

体，通过对其队伍进行优化，达到“提质降本”的目的。

要把“提质降本”和压缩储存时间、提高存货利用率、把

物资的制造和预备看作是一个体系，要做到科学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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