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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increasingly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a new and more sci- 
entific management model is needed for vehic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cope with these changes and make relevant 
adjustment.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domestic and overseas articles concerned with SAP system, the author states the 
definition and main function of SAP system PM module, PM module’s specific implement process, PM module’s bene- 
fit analysis, example application and problem analysis, and also summari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SAP system’s appli- 
cation in assets-intensive enterprise, thus showing the article’s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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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汽车制造业需要一种新的、更为科学的管理模式来

应对这些变化并做出相应和及时的调整。文章在阅读国内外有关 SAP 系统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 SAP 系统 PM

模块的定义及主要功能、PM 模块的具体实施过程、PM 模块的效益分析、实例应用及问题分析，总结出资产密

集型企业应用 SAP 系统的启示，体现文章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SAP 系统；PM 模块；柔性生产线 

1. 引言 

资产密集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资产效率最大

化和成本最低化。设备作为生产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备管理成为生产线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通常，企

业对设备的维修是发生在设备出现了故障以后，那么

一些关键设备如果在日常生产中一旦发生了故障，就

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型设备 

的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设备维修要处理的随机故障

和各种信息是巨大的，对维修体制、概念、方法等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企业对设备的可靠性、可维护

性方面的研究和关注也比以前更加重视，逐渐将计算

机信息系统引入到设备管理中去，出现了集成设备资

产信息、侧重于设备生命周期的经济成本管理的 EAM 

(Enterprise Asset Management，企业设备资产管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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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作为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软件专业公司，也开始

在系统中提供相应的设备管理模块，能够对于企业的

设备运行、设备检修和所需物资进行管理[3]。而作为

目前国内采用大量先进设备的白车身制造车间之一

的一汽大众一厂焊装车间，为完成公司年产目标需

要，已经开始利用 SAP 系统设备管理模块对日常生产

设备进行维修管理，以保障设备开动率。本文通过对

SAP 系统在焊装车间设备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总结出

汽车制造企业如何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实现设备管

理的信息化，有效地配置生产设备、人员及其它资源，

使得设备管理不再成为汽车制造企业发展的瓶颈。 

2. 应用 SAP 前焊装生产线设备管理存在的 
问题 

轿车一厂焊装车间是一汽大众公司最早组建的

生产车间，起初由于生产压力较小、生产产品单一、

生产设备沿用美国 70 年代生产线设备，所以对设备

维修管理并不是很重视。特别是对设备日常运行数据

的记录、采集、分析，对设备备件采购、发放信息的

记录、保存，对设备维修、保养信息记录、更新，车

间仅仅使用了 Windows 平台上的 Excel、Word 等软件

进行日常管理，对设备的检修、保养一直沿用前苏联

的预检修模式。但随着公司的飞速发展，轿车一厂焊

装车间的生产线已经由当年的捷达单一品牌，变成四

条涵盖 A 级、B 级、C 级轿车国内设备先进程度最高、

工艺路线最复杂的生产线，即由单一生产线变为柔性

生产线，设备维修管理的问题也随着生产线的发展逐

渐体现出来。 

2.1. 设备台账不完整 

众多设备信息仅是依靠维修人员或生产工段员

工自制的设备清单、Excel 表格等文档来记录，分散

的管理模式不能确保数据被充分共享，且经常出现由

于人员变化或存储信息的介质丢失，使得设备资产、

设备维修保养、设备改造升级、大小修理记录较为混

乱。 

2.2. 维修策略不合理 

维修策略过于单一，只有借鉴前苏联设备管理模

式的事后检修、计划预修、基于时间的预防性维修。

维修策略的随机性比较强，没有专门针对各个设备研

究相适应的维修策略。维修部门主要采用计划预修制

或者基于时间的预防性维修，都忽视了设备运行的实

时工况，可能产生维修的过剩或者维修不足。维修过

剩可能会损伤设备，减少设备有效使用周期，增加不

必要的维修成本；维修不足，则导致故障发生，不得

不进行事后维修有许多风险。 

2.3. 维修备品管理混乱 

常出现设备故障需要更换设备或部件而此时没

有备品，加工起来困难又费时，结果耽误正常生产。

为了保证设备维修的需要，有些关键设备或部件，不

能按照零库存的管理思想去管理，需要同时买几个备

用在仓库里。导致库存量太大而占用大量资金，降低

资金的利用率。也存在由于不能跟踪所需备件的实时

状况，没有建立备件预留的机制，经常出现备件申请

领用时备件消耗光了问题。 

3. SAP 系统 PM 模块功能及实施过程 

3.1. PM 模块主要功能 

PM 模块加强对设备数据的信息化管理；利用通

知单、工单的形式，分别记录下设备管理过程中维修

工作情况、维修发生成本等动态数据；标准化的维修

工作的操作流程，为事后分析提供统一的信息基础；

利用预防性维修的概念，加强对于周期性维修工作的

管理。 

3.2. PM 模块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 

SAP 系统 PM 模块是以资产设备全生命周期为主

线，结合 SAP 系统其他模块功能，实现设备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即从设备前期规划、选项采购、安装运行、

维护保养、改进直到报废出让全过程管理，为生产提

供所需的设备性能，符合设备管理要求[4-6](见图 1)。 

3.3. PM 模块在生产线设备维修管理中的具体 

实施过程 

1) 建立易于查询的设备主数据库。包括设备的详

细清单、名称代号、生产厂家、功能、所处位置、主

要参数指标等。 

2) 创建设备 BOM 表，以建立设备与备件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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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M module life cycle management 
图 1. PM 模块生命周期管理 

 

4. SAP 系统 PM 模块在生产中的实际应用及

存在的问题分析 
联系。 

3) 建立所有备件的信息。包括备件的代码、最小

订货批量、重订货点等，并利用重订货点等信息自动

产生采购申请，从而降低备件库存数量以提高备件库

存的周转率。 

4.1. PM 模块在焊装生产线中的实例介绍 

以焊装生产线中螺柱焊设备故障为例，介绍 R/3

系统 PM 模块在焊装车间实际应用情况。系统涵盖螺

柱焊设备的维修订单、故障统计分析、预防性维修、

备件信息等内容。维修订单模块包括建立订单、修改

订单、查询订单、工时及财务等内容；故障统计分析

模块包括故障时间统计、设备故障明细分析、设备故

障分类分析、设备故障维修费用统计等内容；预防性

维修模块包括建立维修计划、预防性维修计划、设备

维修计划订单等内容。 

4) 实施备件管理，记录并追踪备件的使用。 

5) 建立完整的设备维修工作流程。从创建维修通

知单到创建设备维修订单，并且将工作许可、供应商

质量保证服务、外购服务等工作与维修订单相结合。 

6) 利用设备的层次结构关系对各个层次设备的

维修历史、使用备件的成本进行追踪和分析。 

7) 在系统中创建标准的维修作业任务清单、维修

项目、维修计划，建立预防性维修系统。 

1) 当螺柱焊接设备有异常情况时，操作者反映螺

柱焊控制箱没有电源，维修工程师即到现场查看，发

现是由于外插座进水引起漏电保护开关动作跳闸。维

修工程师根据上述情况在 SAP 中创建 M1 类型(维修

申请)维修通知单。在通知单上记录了维修对象即 G

配电柜 G-B15E；故障现象为开关跳闸/保护动作；故

障原因为环境温湿度过高或环境条件恶劣；采取措施

为将插座改为防水型；由电气维修维修中心执行维修

任务。至此，从技术的角度，在 SAP 中记录了产生故

障的对象、故障现象、故障原因、采取措施的类型以

及由哪个维修中心去处理等信息。通过输入日期、功

8) 根据设备重要性进行 ABC 分类，并制订不同

的维修策略。维修策略包括预防性维修(维修内容、维

修步骤、维修周期)、事后维修、预测性维修(检测内

容、检测标准、检测周期)。 

9) 建立信息查询系统。利用维修订单和维修通知

单将设备与备件、维修中心、维修记录、维修工时及

设备停机时间联系起来，以便于相关绩效的考核；通

过详细的维修记录，可以进行故障类型、故障原因的

统计；通过系统提供的故障模式分析，不断完善维修

策略；通过预期维修维修中心某段时间负荷分布，合

理安排维修工作；分析设备维修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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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码及设备编号可以检索到设备故障详细信息。包

括：设备位置、故障描述、维修时间等信息。 

2) 由于该维修项目涉及到备件的领用以及对维

修中心产生工作负荷，因此该项目涉及到了设备的经

济管理。在 SAP 中通知单的基础上创建了维修订单。

通过该操作，将通知单与维修订单建立了联系。维修

订单中明确了维修的工序、维修人员数量、维修作业

时间、维修中心以及维修所要用备件。在下达该维修

订单前，由于该维修作业涉及到电气安全，因此，维

修工程师向电气负责人提出电气作业申请，电气负责

人在安排好相关防护措施后，在 SAP 系统中批准该申

请，申请批准后，维修工程师才能下达维修订单。 

3) 订单下达后，如果备件有库存，仓库保管员发

货；如果备件没有库存，维修工程师立即创建采购申

请。通过备件 R3 编码在 B/M 单查询情况中查询到备

件的采购情况。包括采购数量、入库时间等信息。 

通过备件信息查询能够检索到库房螺柱焊灭弧

罩备件详细信息。包括备件描述、备件位置及备件价

格等信息。 

4) 维修中心根据维修订单上的作业步骤执行维

修任务。维修作业完成后，维修人员对实际维修工作

时间进行确认，设备交生产区域投入使用，维修工程

师关闭维修订单、维修通知单。处于关闭状态的维修

订单，SAP 自动地将费用结算到相关成本中心及相关

的总账科目整个维修作业完全结束。 

4.2. PM 模块在实际生产中的问题分析 

从设备管理的角度，PM 模块的投入运行完全达

到了当初设定的设备管理要求。从经济管理角度，PM

模块通过与 SAP 其他模块的系统化集成实现了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的同步，实现了财务预算控制以及数

据的实时获得；从技术管理角度，SAP PM 实现了基

于单台设备或某一系统的技术信息的查询、分析功 

能，为维修策略的科学制订提供了依据；然而，SAP 

R/3 系统的这种通用性与也存在着自己的弊端，就是

对于焊装柔性生产线设备维修管理自身存在的一些

特有业务的适应性不强。在焊装柔性生产线设备维修

管理新体系需求中，存在着很多特有的业务，是 SAP 

R/3 系统 PM 管理模块的标准功能无法实现的。需要

车间工程师与公司 IT 部门共同完善 SAP R/3 系统在

焊装柔性生产线设备维修管理新体系中的应用。 

5. SAP 系统 PM 模块的效益及实例介绍 

5.1. SAP 系统 PM 模块的效益分析 

SAP R3 系统具有两方面的效益：一类是社会效

益；一类是经济效益。 

1) 社会效益分析 

①SAP R3 系统的成功应用，提高焊装车间自身

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使得车间上下级之间及横向部门

间的业务流程更为简便、快捷。 

②系统应用后，降低了管理人员的劳动强度，提

高工作效率，使得管理人员从繁琐的事务性劳动转化

为创造性劳动。 

③信息系统提高车间信息处理的准确性、完整

性、时效性及共享性，促进车间管理的科学化、标准

化、数据报表的统一化、规范化。 

2) 经济效益分析 

①SAP R3 系统使得库存管理科学化，有效地降

低库存，减少流动资金的占用。 

②系统的成功应用，使得车间能够采用优化的方

法科学的编制维修保养计划、备件采购计划，给生产

调度、计划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进而有

效的指挥调度生产。 

5.2. SAP 系统 PM 模块效益的实例介绍(表 1) 

设备购置费用 S1 = 设备厂家报价(不含税) × 全 
 

Table 1. Equipment benefit statistical form 
表 1 .设备效益统计表 

B8 车型螺柱焊设备经济效益统计表 

单位：万元 

设备购置费用 设备维修人工费用 占用库存备件资金 停产损失费用 

2009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10 年 

115 23 1.3 0.42 14 8 50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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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购买数量； 

设备维修人工费用 S2 = (维修人员总数 − 优化

人员数) × (车间工资总额/车间总人数)； 

库存管理优化 S3 = 年库存减少额 + 年采购次

数减少数 × 每次采购费用 + 年减少流动资金占用

额 × 银行年利率； 

停产损失费 S4 = 每日停台时间/每车生产节拍 ×

单车纯利润； 

综合经济效益 S = S1 + S2 + S3 + S4 即为上述各

效益之和。 

通过效益分析可以明显看到，对设备维修管理体

制改革之后，并实行计算机辅助管理，避免了车间设

备采购决策的盲目性，从而大大降低了设备使用综合

费用。 

6. 结束语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没有什么能像技术这样，

影响整个产业环境这么多。高科技产品与服务的迅速

扩张，让我们深入了解到究竟有多少不同产业的公司

正投资在技术上。它也告诉企业经理人，在这个新技

术层出不穷、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竞争更为激烈的环

境下，如何经营并促进企业不断成长。可以说，现在

每个企业的经理人都必须采取对策以应对技术对该

企业所产生的冲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甚

至变成企业思维的因素之一。高科技企业目前正在学

习如何透过管理以及采用专为他们企业所设计的技

术策略，来迎头赶上变迁迅速日新月异的产业大环

境，并且在市场上维持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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