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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阶段制造业信息化在我国正得到大力的推广应用，随着数字化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日益
成熟，随着各类计算机辅助技术（ＣＡＸ）、产品数据管理（ＰＤＭ）、企业资源计划（ＥＲＰ）、供应链
管理系统（ＳＣＭ）等信息系统在许多大中型制造企业的广泛应用，信息化已成为改造制造业、
带动工业化的最基本的技术手段。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企业使用的软件及拥有的信息系统越来越多。企业在开发
各种应用系统时，通常以实现某个特定的应用、满足局部的需求为目的，而很少从整个企业的
高度去进行总体规划。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虽然目前有很多企业拥有了较为成熟的应用系
统和内部网络，但由于缺乏整体的构思与设计，致使许多信息系统在生产与管理领域中发挥的
功能非常有限。信息系统各自执行一定的职能，信息组织缺乏规范化，同类信息的标识不统
一，数据重复采集，各种基础信息资源共享和同步更新困难，企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个
信息孤岛，极大地增加了企业信息化的成本，降低了信息化、集成化的效率。据国家经贸委前
些年对我国企业信息化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出，企业信息化中信息编码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制造业信息化中，信息分类与编码起着桥梁与纽带作用，是实现信息表达、交换、集成以
及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有资料特别指出，在制造业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的建立工作是产
品数据管理与资源计划管理乃至现代集成制造系统的前提。但从以往的信息编码系统来看，
先前的一些编码体系或者仅仅局限于物料类编码系统，或者缺乏系统性的建设思想，往往根据
系统急需单个编制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对于企业信息编码系统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缺乏顶
层的设计，缺乏成熟的理论与技术指导，导致编码系统的协调性差，远远不能适应企业信息化
高速发展的需求。为此，本书整理收集了有关材料，依据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典型企业实施信息
分类编码体系的具体思路，进行归类整理，提出了完整的建立企业级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的
思想。

本书系统地描述了企业实施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的总体思路和建设过程。针对企业信息化
建设过程中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实施的问题，从建立企业级信息编码体系的构成要素出发，围绕
企业信息化中信息工程的基本原理、信息分类编码的基本原理、企业级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的实
施指导框架、企业信息组织和规范化、企业信息分类编码规则制定方案、企业级信息编码管理
方案、企业级信息编码管理系统等方面展开研究，进而为企业实施信息分类与编码体系提供方
法和途径。读者通过本书既可以学习和了解信息分类编码的相关知识，也能通过应用实例了
解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的实施内容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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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分９章。第１章对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及其对信息标准化和信息分类编码的需求进
行了介绍和分析，明确了企业信息编码体系建设的内容。第２、３章介绍了信息工程、信息资源
管理和信息分类与编码的基础知识。第４章介绍了企业实施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的总体思路和
实施框架。第５章介绍了企业信息资源梳理和组织的方法与流程。第６章介绍了企业信息分
类编码规则的制定方案和过程。第７章介绍了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管理规范的内容。第８
章对企业如何实施信息分类编码管理系统进行了介绍。第９章描述了作者整理收集到的信息
分类编码标准供企业参考。

张世超、张建鑫、王百灵、郭立峰、刘楠、王芳、杨宾宏、李曙光、黄云华、邓虎为本书的编写
组织了大量的素材，并参与了本书部分内容的编写。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笔者与中国航空综
合技术研究所、中航工业西飞公司、中航工业成飞公司、中航工业陕飞公司等多家单位的相关
技术人员进行了研讨，同时得到了王仲奇、王永军、刘闯、张贤杰等多位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
这里对以上同志深表感谢！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是一本企业信息编码体系建设的工具书，可供企业在具体实施信息分
类编码体系时参考。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国内外的相关参考资料和书籍，借此对
这些资料的作者表示感谢。但限于时间和笔者的业务水平，收集资料还不完全，在内容安排和
文字编写上不免存在局限性和欠妥之处，竭诚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属
于笔者在企业实际实施项目上的总结，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编著者
２０１０年１月于西安

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制造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１章　绪论 １………………………………………………………………………………………

１．１　企业信息化及其发展概况 １……………………………………………………………

１．２　企业信息标准化分析 ８…………………………………………………………………

１．３　企业实施信息编码体系的必要性 １２……………………………………………………

１．４　章节安排与特点 １７………………………………………………………………………

第２章　信息工程与信息资源管理 １９……………………………………………………………

２．１　信息工程概述 １９…………………………………………………………………………

２．２　信息资源规划 ２２…………………………………………………………………………

２．３　信息资源管理 ２５…………………………………………………………………………

２．４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标准 ２７………………………………………………………………

２．５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标准综述 ３１…………………………………………………………

第３章　信息分类与编码 ３２………………………………………………………………………

３．１　信息分类 ３２………………………………………………………………………………

３．２　信息对象标识 ３９…………………………………………………………………………

３．３　信息分类编码 ４２…………………………………………………………………………

３．４　信息分类编码的功能 ５０…………………………………………………………………

第４章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实施 ５１…………………………………………………………

４．１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概念 ５１…………………………………………………………

４．２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实施指导框架 ５６………………………………………………

４．３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总体实施方案 ５７………………………………………………

４．４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实施要点 ５９……………………………………………………

４．５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实施组织 ６２……………………………………………………

４．６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实施关键问题 ６４………………………………………………

Ⅰ



第５章　企业信息资源组织及规范化 ６７…………………………………………………………

５．１　信息对象的收集 ６７………………………………………………………………………

５．２　信息对象组织结构表 ８２…………………………………………………………………

５．３　典型企业信息对象组织实例 ８５…………………………………………………………

５．４　信息对象属性的分析 ８８…………………………………………………………………

第６章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规则编制 ９９…………………………………………………………

６．１　企业信息编码结构 ９９……………………………………………………………………

６．２　典型的编码结构描述 １００………………………………………………………………

６．３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规则编制思路 １０４…………………………………………………

６．４　核心信息对象的选择 １０８………………………………………………………………

６．５　企业信息分类对象编码规则编制 １１１…………………………………………………

６．６　贯彻企业信息分类编码标准 １３９………………………………………………………

第７章　企业级信息编码生命周期管理 １４０………………………………………………………

７．１　编码生命周期定义 １４０…………………………………………………………………

７．２　编码管理职责划分 １４１…………………………………………………………………

７．３　信息编码规则的管理 １４２………………………………………………………………

７．４　信息编码的管理 １４３……………………………………………………………………

７．５　基于Ｐｅｔｒｉ网的编码运行管理规范 １４８………………………………………………

第８章　企业信息分类编码管理系统 １５１…………………………………………………………

８．１　企业对信息编码系统的应用需求 １５１…………………………………………………

８．２　典型的信息编码管理系统 １５３…………………………………………………………

８．３　系统功能分析与管理内容 １５８…………………………………………………………

８．４　柔性信息编码系统功能设计 １６１………………………………………………………

８．５　柔性信息编码系统介绍 １６９……………………………………………………………

第９章　典型编码结构及其标准 １８３………………………………………………………………

９．１　典型编码标准介绍 １８３…………………………………………………………………

９．２　典型编码标准示例 １８９…………………………………………………………………

Ⅱ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制造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



附录 ２２３………………………………………………………………………………………………

附录１　ＺＢ／ＴＬ７１００３—９０信息对象大类划分 ２２３…………………………………………

附录２　企业信息编码规则编制实例 ２２６……………………………………………………

附录３　典型企业信息分类编码管理规范 ２４０………………………………………………

参考文献 ２４７…………………………………………………………………………………………

Ⅲ

　　目　　
櫒櫒櫒櫒櫒櫒

录



书书书

第１章　绪　　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信息越积累越多。据统计，人类近２０年来积累的信息
量，超过了以往两千年所积累信息量的总和。面对一个浩瀚的信息海洋，人类对它们的管理和
利用感到越来越困难。为了应对“信息爆炸”的挑战，人们建立了各种信息系统来管理和利用
信息，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信息的分类与编码。

信息的分类与编码工作是实现信息表达、交换与共享以及信息系统集成的基础，特别是在
制造业企业，它是实现产品数据管理与资源计划管理乃至现代集成制造系统的前提。信息的
标准规范应先行于信息化建设。美国学者詹姆斯·马丁（Ｊａｍｅｓ　Ｍａｒｔｉｎ）创立的信息工程理论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简称ＩＥ）就明确地提出了数据环境（ＤＡＴ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的概念。
他认为企业的基础数据是稳定的，而对这些数据的加工处理过程是多变的，基础数据是信息化处
理的基本单元。企业的信息化就是在企业基础数据的基础上将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信息化管理，
改造企业混乱无序的数据环境，而对基本信息的分类和编码过程，则是这一改造过程的基础。

１．１　企业信息化及其发展概况

从１９４６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出现，计算机应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特别在近２０
年间，以网络应用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以其他任何技术和产业无法比拟的惊人速度飞快地发
展。现代社会正悄然地从后工业化社会向社会信息化转移和过渡。“信息”已经和“物质”、“能
源”一同构成了人类可利用的三大战略资源，并和“资本”、“劳动力”并列为经济发展的三大要
素。当今世界，开发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产业、实现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已经成为各国政治、经
济、科技、军事，乃至综合国力较量的焦点。信息化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
市、一个企业的现代化、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１．１．１　企业信息化的概念

所谓信息化，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以物质与能量为经济结构的重心，向以信息与知识为
经济结构的重心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采用现代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
会各领域，从而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

所谓企业信息化，是通过挖掘先进的管理理念，应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去整合企业现
有的生产、经营、设计、制造、管理，及时地为企业的“三层决策”系统（战术层、战略层、决策层）
提供准确而有效的数据信息，以便对需求做出迅速的反应。其本质是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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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企业信息化包含内涵与外延两方面的内容。

１．企业信息化的内涵
企业信息化的内涵从其目标、手段、应用部门、支持层、功能、组成以及本质等七个方面对

企业信息化的内在属性进行了描述，具体情况如下：
（１）企业信息化的目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２）企业信息化采用的手段：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管理技术。
（３）企业信息化涉及的部门：企业的各个部门，包括企业的生产、营销、财务等职能部门。
（４）企业信息化的支持层：高级经理层（决策层）、中间管理层（战略层）、基础业务层

（战术层）。
（５）企业信息化的主要功能：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存储、更新和维护。
（６）企业信息化的组成：企业信息化是一个人机合一的系统，包括人、计算机网络硬件、系

统平台、数据库平台、通用软件、应用软件、终端设备等。
（７）企业信息化的本质：与信息化对应的是农业化和工业化。农业化的本质是把野生的动

植物变成家养；工业化的本质是把能工巧匠的经验抽象提升后标准化、固化；信息化的本质是
把管理思想、运作流程抽象提升后优化、标准化、固化。

信息化战略必须和企业战略相匹配，为战略目标服务。信息化＝“信息”＋“化”。信息技
术是工具，是手段；“化”是目标，是化学反应，它化“权力、能人的垂直管理体系”为“战略导向、
信息驱动、自主管理、动态闭环控制的网络管理体系”。信息化必须要有管理思想作支撑，这样
才有灵魂，才能真正发挥其巨大的威力。

２．企业信息化的外延
内在属性构成企业信息化的根本特征，而外延属性是企业信息化的表象，是企业信息化的

扩展。从企业信息化的内涵可以看出，外延属性体现出以下五个基本要素：
（１）企业信息化的基础是企业的管理和运行模式，而不是计算机网络技术本身，其中的计

算机网络技术仅仅是企业信息化的实现手段。
（２）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概念是发展的，它随着管理理念、实现手段等因素的发展而发展。
（３）企业信息化是一项集成技术：企业建设信息化的关键点在于信息的集成和共享，即实

现将关键的准确的数据及时地传输到相应的决策人的手中，为企业的运作决策提供数据。
（４）企业信息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是一个人机合一的有层次的系统工

程，包括企业领导和员工理念的信息化，企业决策、组织管理信息化，企业经营手段信息化，设
计、加工应用信息化。

（５）企业信息化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它包含了人才培养、咨询服务、方案设计、设备采购、网
络建设、软件选型、应用培训、二次开发等过程。

１．１．２　企业信息化的发展概况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简单的管理信息系统 ＭＩＳ开始，企业管理信息化已走过了４０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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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企业信息化的发展是与管理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其发展历程如图１－１
所示。

图１－１　企业信息化发展过程

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 ＭＲＰ
自１８世纪产业革命以来，手工业作坊迅速向大批量生产方向发展，制造业得以兴起。随

后几乎所有企业追求的基本运营目标都是要以最少的资金投入而获得最大的利润。追求这一
目标的结果给制造业提出了诸多要求，其主要表现在：①生产计划的合理性；②库存的合理管
理；③设备的充分利用；④作业的均衡安排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们在计
算机上实现了物料需求计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简称 ＭＲＰ）。它主要用于库存
控制，可在数周内拟定零件需求的详细报告，可用来补充订货及调整原有的订货，以满足生产
变化的需求。到了７０年代，为了及时调整需求和计划，出现了具有反馈功能的闭环 ＭＲＰ
（Ｃｌｏｓｅ　ＭＲＰ），把财务子系统和生产子系统结合为一体，采用计划—执行—反馈的管理逻辑，

有效地对生产所需各项资源进行规划和控制。ＭＲＰ成为人们公认的物料管理的好方法。

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ＭＲＰ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人们将生产活动中的销售、财务、成本、工程技术等主要环节与闭环

ＭＲＰ集成为一个系统，成为管理整个企业的一种综合性的制订计划工具。美国的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ｉｇｈｔ把这种综合的管理技术称为制造资源计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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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ＰⅡ）。它是一种以 ＭＲＰ为核心，覆盖企业生产活动所有领域、有效利用资源的生产管理
思想和方法。它可在周密的计划下有效地利用各种制造资源，控制资金占用，缩短生产周期，
降低成本，实现企业整体优化，以最佳的产品和服务占领市场。此外，可使管理人员从复杂的
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把精力放在提高管理水平上，去解决管理中的实质性问题。

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ＥＲＰ
企业资源计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简称ＥＲＰ）这一观念最初是由美国的Ｇａｒ－

ｔｎｅｒ　Ｇｒｏｕｐ公司在９０年代初期提出的，并就其功能标准给出了界定。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思
想，它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而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它同时又是一套先进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为此，在不到十年的短暂时间内，它很快就被人们认同和接受，并为许许多多的企业带来了丰
厚的收益。ＥＲＰ是一种基于“供应链”的管理思想，它在 ＭＲＰⅡ的基础上扩展了管理范围，给
出了新的结构，把客户需求和企业内部的制造活动以及供应商的制造资源整合在一起，体现了
完全按用户需求制造的思想。ＥＲＰ的基本思想是将制造业企业的制造流程看成一个紧密连
接的供应链，其中包括供应商、制造工厂、分销网络和客户等；将企业内部划分成几个相互协同
作业的支持子系统，如财务、市场营销、生产制造、质量控制、服务维护、工程技术等，还包括法
制条例控制、流程管理、运输管理、仓库管理、设备维修管理等。

４．ｅ－ＥＲＰ（ＥＲＰⅡ）
迄今为止，人类创造了三种伟大的网络：交通网络、能源网络和电脑网络。第一种网络使

人类文明的火花再也不会被蛮荒吞噬，凡是交通能达到的地方人类最新文明的光芒就能照到；
第二种网络使人类的体能再也不为人的躯体所束缚，凡是能源供应得上的地方人类就能驱使
各种机器为人类提高生活质量服务，而且这种服务是光靠人力所不可能实现的；第三种网络尽
管已经创造了几十年，而真正发挥威力直到９０年代末才刚刚开始，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它必定
能使人类的智能再也不为人的大脑所束缚。按照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Ｍｅｔ－
ｃａｌｆｅ　Ｌａｗ），任何通信网络的价值是以网络内用户数的平方来增长的，网络效应将逐步得到充
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市场需求将出现重大转折，从公众认识阶段向广泛普及阶段过渡。今后

２０年，信息技术的发展主题是在全社会普及应用。
这一阶段有人把它称为ｅ－ＥＲＰ（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ＥＲＰ，即扩展型ＥＲＰ），也有人称它为ＥＲＰⅡ，

还有的叫后ＥＲＰ或ｉ－ＥＲＰ，这些说法都是从不同角度对ＥＲＰ发展方向和趋势进行的描述，姑
且称之为ｅ－ＥＲＰ。这一阶段的驱动力源于企业正在将自身业务从纵向的、高度集成的、注重内
部功能优化的大而全模式向更灵活、更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实体模式转化，从而企业可以在整
个供应链和价值网络中优化其经济和组织结构。优化方式不仅注重Ｂ２Ｂ或Ｂ２Ｃ电子商务模
式，而且更注重协同商务过程。协同商务是指在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业务伙伴之间、企业与客
户之间通过电子化方式协同工作的商业社区。这一变化使得企业客户或解决方案供应商需要
重新考虑和设计企业管理系统，以便涵盖更多的外向型系统元素。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个阶段的时间划分也不是十分严格，且各国具体进程也不太一样。
每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取代、否定（如 ＭＲＰ依然是制造型企业信息化的核心），而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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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包罗、补充、完善。

１．１．３　我国的企业信息化综述

我国企业信息化也同样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单项应用阶段开始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目前已开始进入了集成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如图１－２所示。目前，企业信息化对计算机系统的
要求，不仅要进行数据的处理、绘图、计算等常规的应用，而且发展到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的应
用，使系统从辅助业务处理发展到决策（ＤＳＳ）与智能制造系统，要实现ＣＡＤ、ＣＡＰＰ、ＥＲＰ等应
用系统的集成和信息共享。

图１－２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ＣＩＭＳ）示意图

然而，对于我国大多数制造企业而言，回顾过去３０年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各制造企业
在开发和使用信息系统时，通常以实现某个特定的应用、满足局部的需求为目的，很少从整个
企业的角度去进行总体规划。因此，大多数企业还停留在单项应用阶段（见图１－３），仅仅解决
了部门内或单项功能内的计算机信息化管理的问题，对于完全集成化的信息系统，解决的程度
较低。

根据国外学者理查德·诺兰（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Ｎｏｌａ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总结美国企业计算机
应用发展的规律时提出的“诺兰模型”六个阶段企业计算机应用发展曲线（见图１－４），结合我
国的制造业信息化的现状，从理论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制造企业正处于计算机时代向信息时
代的过渡阶段，即“诺兰模型”的第三阶段，要想进一步推进信息化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制造企
业的数据问题。企业数据问题包括数据的组织、数据的统一规范化表达、数据应用过程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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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效性即数据来源唯一性等问题。

图１－３　单项信息系统应用开发模型

图１－４　“诺兰模型”六个阶段企业计算机应用发展曲线

１．１．４　企业信息化问题分析

１．国外企业信息化经验与教训
对国外企业信息化的调查分析可见，国外众多的企业多年来实行信息化也并非一帆风顺，

有调查显示大约也只有１／３的企业在实行信息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成功。通过分析，这些公司
成功的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多项复杂而又关键的任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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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采用普遍认可的实施方法论。
（３）保证系统实施过程中各有关方面的沟通并达成共识，从而使得系统实施能够顺利

推进。
（４）通过制订最终用户接受计划，进行用户接受性测试，确保了系统的友好性。
同时，失败的教训也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系统实施之前，没有进行科学系统的业务重组和流程设计，使得系统实施成为低效的

投资，甚至束缚了企业业务流程的改进。而且大多进行的是功能优化而非面向流程的优化，是
现行系统的简单翻版，只是实现“自动化”、“计算机化”。

（２）软件供应商或企业内部的开发人员没有全面了解企业的业务操作要求，致使系统的使
用反而降低了运作效率，造成用户的反感，忽略了人的因素，没有调动人的积极性并进行相关
培训。

（３）数据的标准性和规范性重视程度不够。由于系统规划时过多倾向于单一系统的功能
设计，忽略了系统功能之间的数据联系，导致数据标准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系统集成性较差。

（４）由于缺乏软件供应商的评估与管理能力，最终未能实现期望的系统功能，造成系统实
施时间过长、投资过高且性能不够稳定。

２．我国企业信息化的问题

２００１年国家经贸委对我国企业信息化情况进行了调研，总结了经验，并找出了所存在的
问题，其中提到信息编码的问题。调查结果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２００１年国家经贸委对我国企业信息化调查结果

通过此次调查可以看出，企业信息化处于初级阶段，只能进行简单事务处理，信息孤岛严
重，资源不能共享，信息综合优势发挥不出来。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企业信息化投入少，只占总资产的０．２２％。
（２）“一把手工程”原则贯彻不力。
（３）企业信息化专项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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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信息建设与体制改革及管理创新的配合不够。
（５）缺乏统一规范和统一标准，无统一的编码。
（６）信息化环境没有形成。
（７）咨询—监理—评价体系没有形成。
综合我国企业信息化的现状，由于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缺乏对数据信息的标准化工作的

重视，导致目前数据表达和数据存储与管理问题已经成了困扰企业信息共享和系统集成的瓶
颈问题，成为了制约企业信息化发展的主要问题。通过对现阶段制造企业的信息化现状分析
和深入企业实际调研，发现目前企业信息化中数据基础标准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数据孤岛。现有应用系统“各为其主”，造成各自数据库独立设计，具有条块分隔、独立
封闭的特征，直接导致企业数据结构不一致，信息难以共享，形成了一定的数据孤岛。

（２）数据冗余。应用系统的相互独立，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数据的多处采集、重复存储，产生
大量的数据冗余，加大了数据不一致的概率。

（３）数据标准不统一。由于应用系统的开发目的不同，设计思路不同，造成各系统采用的
标准及数据表示不统一。对同一信息的描述采用不同的方式，各个软件系统都根据本身的需
要对信息进行描述，信息表达缺乏统一性。

（４）数据共享程度低。数据孤岛、数据标准的不统一、数据库产品兼容性差阻碍了信息资
源的有效共享，造成了企业范围内信息资源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潜在资源难以实现综
合利用，在造成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同时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限制了管理水平的提升。

（５）数据质量有差距。由于缺乏统一的采集标准及其实施方案，中间环节多，一方面依赖
专业人员的责任心，另一方面数据管理体系不够健全，考核管理不严格，使得部分数据不准
确，差错率高。

因此，各信息系统之间由于信息标准化工作的缺失，导致基础信息和数据之间的异构、语
义不一致、数据重复采集，从而难以实现信息的一致性和保证信息的有效性。不能实现系统之
间的交互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瓶颈问题。

１．２　企业信息标准化分析

１．２．１　信息标准化概述

１．标准及标准化
李春田在《标准化概论》中对“标准”的定义：标准是对一定范围内的重复性事务和概念所

做的统一的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获得最佳秩序、促进最佳
社会效益为目的，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
则和依据。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对“标准”的定义：标准是得到一致（绝大多数）同意，并经公认的标

８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制造企业信息分类编码体系



准化团体批准，作为工作或工作成果的衡量标准、规则或特定要求，供（有关各方）共同重复使
用的文件，目的是在给定范围内达到最佳有序化程序。

ＧＢ３９３５．１—９６中对“标准化”的定义：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
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主要包括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

综上对标准的分析不难看出，不管对“标准”和“标准化”如何给出准确的定义，都可以把
“标准”简单地理解为“人们共同遵守的约定、准则、规则”；把“标准化”简单地理解为“制定和宣
贯标准的过程”。

标准化是社会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是国民经济的一项综合性的经济技术基础工
作，还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技术水平的尺度及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
中指出“标准化是涉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
益、维护国家和人们利益”的重要手段，强调标准化工作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对
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标准化，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技术经济政策。没
有标准化，就没有专业化，就没有高质量、高速度。”

２．标准化信息
企业中的信息要实现传递就需要传递的载体，如符号、声音、文字、图形、图像等。标准化

信息是指在标准化工作范畴内，作为人们以口头的、文献的、实物的等各种方式进行传递、交流
的科学知识或信息；是标准化工程的基本要素，是标准化活动的重要成果；是由技术标准、管理
标准、规范、规程、标准草案、技术要求等具有标准性质的类似文件所组成的一种特定形式的科
技信息体系。

狭义上的标准化信息就是反映标准内涵的技术文献，即标准文献。标准文献是在有关方
面的合作下，按照规定程序编制并经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供给一定范围内广泛而
多次使用的文件，包括一整套在特定活动领域内必须执行的规格、规范、定额、规则等文件。

广义上的标准化信息泛指人类从事的一切标准化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相关信息的总和。
通常所说的标准化信息主要是指狭义的标准化信息。

３．信息标准化的意义
在制造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中，对信息的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

体现：
（１）信息标准规范是制造企业ＥＲＰ、ＰＤＭ等应用系统实施的基础。信息化工程的目的是

实现信息共享，实现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集成。必须从集成的角度出发，从系统的总体出
发，统一协调企业的信息基础标准，使之既符合信息系统的整体要求，又满足各分系统的需要，
同时还要保证信息的可靠性、一致性和实用性，达到信息交换和共享的目的。

（２）信息标准规范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信息的命名、描述、分类和编码不一致所造成的
误解和歧义，减少对统一名称的分类和描述不同，以及统一信息对象具有不同表达等混乱现
象，做到使事物或概念名称和术语含义统一化和规范化，并确立与事物或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
关系，从而保证了对信息表述的唯一性、可靠性。信息规范是企业生产和管理中高效、准确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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