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收预警账台账分析

对应收账款的多维度管理，收入确认规范；应收预警台账多维度分析；应收通过参照税务发票来立账，对该笔收入可追溯查询

至来源发货及销售订单。

规范了收入的确认来源。

提供应收预警账台账，实时了解应收账款情况。满足各级各部门领导及相关业务人员对应收账款的需求。应收账款预警台账：按

合同进行统计，包括：合同编号、合同金额、客户行业性质、欠款金额（按账龄）、发货未开票金额（按账龄）、到期款（逾期

时间）、未到期款（到期时间）、质保金（到期时间）。

把应收款作为一个完整的模块来管理，与业务数据的关联通过系统自动实现，有效的提升管理效率。

系统灵活的报表展现方式及多维度的报表查询，有效地满足企业各层次的管理目标。

同时通过模块整合，有效地反映出企业资金流的数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用友软件园

邮编：100094

电话：010-62436688

客户服务专线：4006600588

      线缆行业特点

离散式生产和流程型生产相结合。线缆的生产，即以铜铝为主要原材料，通过相应的拉伸、绞合并在其上附属不同的材料，从

而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面向库存和面向订单相结合。很多产品生产计划编制依据销售订单，而标准型、通用性强的中低压电缆，由于客户要货急、多

次开机损耗较大等情况需要备库生产。

产品种类繁多，型号规格齐全，标准繁多：线缆行业的生产，虽然原材料不多，但产品却多达几百个类别，产品多达几万种。客

户需求多样化，生产订单变更频繁，客户要求交货周期短，质量要求高。

生产方式复杂，同种型号不同的生产订单，要经过不同的生产车间，相互之间需要分工协作。产品不定型和结构频繁变化给生

产管理带来难度。

客户对产品的长度十分敏感，而生产时由于铜铝等原材料的延展性和生产设备的固有误差，导致电缆的长度有一定偏差。线缆

成本构成中，铜铝的成本占整体80%以上，线缆行业非常注重材料管理，以节约材料使用。

      解决方案

标书管理

按单生产

分缆/割盘
成品检验

成品入库 交接班管理

销售预测

生产订单管理
备库生产

订单工艺配置

机台派工

定额领料 材料库

外协计划

进料检验

半成品库

线芯管理 导体管理

材料规划

请购单

采购计划

询价/比价

采购订单

采购收货

采购结算

财务平台

生产核算

销售出库

线缆库

销售开票

线缆报价

销售合同

库存分配

库存线缆
有？

段长满足？

销售发货

结算

盘具管理

销售回款

销
售
绩
效
考
核

工程
项目

N

Y
N

Y

销售结算

正常开票 预开票 不开票 订单 出货单 发货 预收款 暂收款 保证金 先收款

应收 收款

应收分析
应收账期分析
应收多价格分析
应收时间分析

回款核销

信用管控欠款考核

对账、催款

客户维度

生产与物流管理：通过MPS计划订单释放快速生成生产订单，杜绝了超销售订单生产现象；实现了相同导体合并给预留量自

动分配，合理降低损耗。实现了销售合同与生产订单无缝衔接，直观展示订单交货要求和承诺交期。实现了生产订单直接跟踪

工序执行状况及完工状况、领退料及订单成本情况；实现物流配送中间过程全程跟踪。

销售管理：实现销售报价，订单灵活变更及全程跟踪，根据客户需求由系统计算产品的报价，并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可以及时

调整料品，数量，交货日期等信息，通过项目号+任务号对该订单的现有库存、生产下达、生产进度（细化到工序）、入库情

况、发货情况、收款情况等信息进行跟踪查询。

设备管理：实现设备的预防性维修同事后修理相结合，建立起一个包括设备计划、使用、保养、维修、改造、设备动态解体检

测等功能为一体的的设备管理系统。编制周期维修计划，并根据事先的计划或是故障报修产生维修单，形成维修记录。对设备

动态，解体检测作业进行记录及分析。提供丰富的设备报表，为管理提供依据，达到提高设备管理水平的目的。

经销商门户管理：实现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之间信息的实时共享，为使经销商在任何时候都能充分地了解到自身业务状况，以

便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提升经销商业务的效率及质量，为经销商日常业务的开展提供优质服务。

线缆行业  解决方案

新技术 新模式 新世界



系统应用及效果

销售报价应用价值

实现快速、准确、高效的报价，提高中标率。

根据市场需要、领导批示以及客户接受能力来测算，实现多版本报价，针对各个版本的价格，选择最优版本对外报价。

在报价的过程中以报价单为主，实现严格的权限控制，提高了报价的机密性，对企业的机密性资料进行有效的管控。

实现了由报价单直接转订单的快速操作，提高工作的效率；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是能否中标的关键因素。

      成功应用案例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线缆厂，是西部地区最大的线缆生产和出口企业，主要产品有电力电缆、控制电缆等。新特牌线缆

一直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名牌产品”称号。 企业产品销往国内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区和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

ERP系统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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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与分销

对业务的实时控制与跟踪，及时反映销售信息及状态。

实现灵活的业务流程，加强处理严密的业务控制，实现良好的扩展性。

将销售业务的整体数据与财务严密的衔接在一起，实现业务、财务一体化的管控。 

在销售订单界面允许直接做快速形态转换，并且支持由销售订单直接转销售出货单。

支持自动生成项目任务，便于订单全程追踪。

可对当前销售订单查询后续的信息：生产订单查询、出货查询、收款查询、应收查询、开票查询、变更历史查询等追溯查询。

销售配送任务

登记运输台帐，包括运输公司、客户、到货地点、应到日期、实到日期、磅单号、重量、运距、车号、司机等信息；并能够按

照公里、吨，也可以按照特殊情况进行运费计算。

能够有效对第三方物流公司进行管理，对货物运输过程进行跟踪，对于没有及时签收的配送，及时与司机联系，减少运输风险。

多层次生产计划管理

建立了全新的计划排产模式，实现了计划排产精细到天。

实现了生产计划和原材料需求有据可依。

缩短了计划下达周期，每三天下达1次计划降低了销售订单变更对生产的影响，保障了销售订单的交期。

实现了销售、生产、采购计划的联动，确保了生产的材料供应，大大减少存货周转的时间。

多维度设备管理

实现了设备台账电子化管理，并与固定资产卡片进行一一对应。

实现了车间设备故障报修及时反馈并派工维修。

实现了维修派工有据可依，使用设备备件具体到明确的设备。

实现了系统随时可以看到哪些设备停机、存在故障待维修等信息。

实现了设备维修情况统计和运行情况统计快捷详细。 

设备管理由被动管理转为主动管理，极大地提高设备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 

使设备管理人员解脱了繁重的手工劳动，实现了设备从采购、建档、运行、维护保养、折旧、报废等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 

精细化订单成本

成本细化核算至生产订单，更容易发现日常生产中的成本异常情况，有利于成本的分析、管控。

按照车间+订单核算企业的实际成本耗用情况，准确反映企业的资金占用。

成本数据来自于实际的业务数据，成本核算信息真实可信。

成本核算过程简化，成本核算人员的职责由核算成本转变为成本分析。

提供多样的成本报表，满足企业多维度多角度统计成本信息的需求。

全面的成本信息满足企业管理层分析成本的需求。

有利于加强对各个生产部门的成本考核。

灵活的生产管理

通过MPS计划订单释放快速生成生产订单，杜绝了超销售订单生产现象。

实现了相同导体合并给预留量自动分配，合理降低损耗。

实现了销售合同与生产订单无缝衔接，直观展示订单交货要求和承诺交期。

实现了生产订单直接跟踪工序执行状况及完工状况、领退料及订单成本情况。

实现了50mm²以上专用料的严格控制，减少窜用现象。

实现了按工作中心、设备、班组进行派工。

实现了按工序派工进行限额汇总领料。

实现了记录完整的工序报完工资料（合格品数量、报废工数量、产品分段情况、材料应用情况）。

实现了工序自检、中控巡检相关资料对接。 

实现了设备运行情况信息记录与共享。 

实现了车间上下班交接信息及时共享。

计划优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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