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高正电子有限公司 U8
+
案例 

宁波高正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0 年，是接线端子、重载连接器和精密模具的专业制造商。公司位

于中国宁波慈溪，北接上海，东连中国第一大港北仑港。公司占地面积 9000 平方米，现有员工 1200 多名，

其中技术人员 200 多名。 多年来，高正电子不断致力于产品的研发，使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端子台

和精密模具的开发制造领域居领先地位，成为亚洲重要的端子台供应商之一，年生产端子台 5 亿多套，开

发模具 600 多套，产品销售遍布整个中国及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电梯、

电力电气、轨道交通，新能源、照明、通讯、电源、安防、船舶等行业，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 

接线端子、重载连接器产品所在的电子行业其主要的特点包括：生产特点是多品种小批量；产品升级

换代快，产品生命周期断；客户需求不容易掌握、交期短、插单频繁、BOM 繁多、版本控制复杂；同时生

产的产品种类多，返工频繁。产品加工有多道工艺，需要适时掌握各产品工艺生产进度和质量；成本核算

费时费力，难以掌握真正的成本。 

从生产组织模式、产品特点和信息化需求来看，行业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n 多品种、小批量、客制化：生产的组织特点是以多品种、小批量为主。订单客制化程度高，而且变更频

繁，插单作业的需求明显。生产过程如果产品质量控制不好，返工现象比较普遍； 

n 预测订单的生产组合：因为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变化比较大，整个计划体系的规划不准确。市场预测的偏

差和客户订单的变化是导致计划体系不准确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使企业控制采购和库存的成本难度加大； 

n 产品更新变化快 BOM 变更频繁：产品本身受市场的影响，更新变化特别快。产品研发出来以后，由于产

品性能、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会要求随时对产品 BOM 进行版本升级或变更； 

n 产品的成本核算是难点：因为产品品种多、变更频繁，并且存在临时替代的情况，生产现场和生产过程

物料控制难度大，同时生产过程模具的使用和产品的计时记件都是导致成本核算准确的难点。 

n 条码支撑质量追溯：电子行业的高端客户尤其是国外客户非常关注生产管理和产品的可追溯性，一般采

用条码支撑车间、库房、采购、销售等环节的物料精细管理，采用条码支撑批次质量追溯 

  



 

  

应用系统架构 

关键管理应用 

1）精确的成本管控 

准确快捷核算零部件及产品成本：没有系统支持前，高正电子成本只能核算到品种。实施 U8
+
实际成

本后，高正电子建立了标准化的会计科目，细化了成本中心以及成本项目，通过车间转移报工收集实际工

时，并通过入库数和报工数核销，精确地确认在制量，实现了订单成本。 

繁琐计件工资核算简单化自动化：高正电子物料有 10 万种，其中产品 4 万多种，且产品周转快，数

量大，加上工价须按工种计价，统计核算工人计件工资依靠手工非常困难。实施 U8
+
生产制造、车间管理、

计件工资后，通过在工艺路线中录入工价，车间转移报工并和入库数核销后根据核销的报工数和工序工价

自动生成计件工资数据，大大减轻了核算工作量。 

标准成本支撑生产部门绩效考核：高正电子还通过信息系统建立了一套严格细致的全面地标准成本管

理体系，为生产部门的考核提高了有效数据。高正电子还基于标准成本产品料工费报表分析、标准成本和

实际成本对比分析，超标原因和改进措施，进一步压低成本，达到“拧毛巾”的作用，使企业在产品、质

量、成本方面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2）全面的客户关系管理 



完整的客户资料管理：高正电子业务销售模式是直销分销，相结合，尤其是国外销售基本通过分销模

式，需要对最终客户资料完整建档和控制。同时高正电子有业务人员百余名，客户有近万个，客户关系管

理的难度远远超过一班 OEM 类企业。如此庞大的销售团队及客户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信息系统进行管控。

基于用友 U8+CRM，高正电子对所有潜在客户、订单客户都有完整记录客户历史信息，随时可以进行调用、

查询、指派和收回。为保证分销客户档案的完整建立，高正电子护岸建立了分销商客户报备体系。潜在客

户、订单客户的数据不再受销售人员的流动流失。后续订单和合同执行过程中，销售业务人员能够及时了

解订单发货、安装等信息，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降低资金风险。 

全程销售流程控制：高正电子的销售过程包括建档--需求分析--报价--寄样--签约--下单--收款等阶

段。对销售过程每个环节的掌控，即使决策和调整，获得各部门的业务支持对销售推动至关重要。基于用

友 U8+CRM 北京千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系统，高正电子建立了规范的销售流程和控制：客户跟进等各环节自

动衔接，按照设置的流程自动运转，便于了解销售机会跟进，制定相应策略，它缩短了销售周期，加强了

潜在客户的机会管理。 

3）条码支撑物料精细管理和质量追溯 

出入库条码管理：高正电子所有外购件、自制件、产成品都进行批次管理，高效精确执行批次出入库

管理以及盘点等库存作业，没有方便的数据采集手段不仅无法保证正确，更不可能高效作业。基于仓库作

业的快速可靠要求，高正电子实施了无线条码库存管理。首先，所有仓库（包括德国物流仓）都进行批次

和货位管理，零部件无论是外购还是自制都贴有标签。其次，仓库出入库实现了无线条码的出入库管理。

通过实施库存条码，提高了仓库工作效率；仓管员通过扫描仪能够实时掌握库存数量提高帐卡物的准确率；

对物料的出入库进行管控（先进先出）；发料的错误率为“0”；盘点、核对库存方便； 

条码批次质量追溯：高正电子的竞争对手是德国同行，客户对品质的要求很高，客户关注的不仅仅是

产品质量本身，还关注整个生产管理，产品的可追溯性。当一个客户产品的零件出现问题后，马上能追溯

到是哪个产品批次材料批次发生问题，并根据该批材料所配套的产品的销售流向召回该批次的所有客户产

品。面对高正 7 万个物料，4 万个产品，5-6 级 BOM 的现状，人工无法做到。实施条码管理系统后、结合采

购批次入库、生产批次领料，生产订单和工序记录、产成品批次入库及销售发货批次出库各模块的衔接，

高正电子做到了产品批次质量全程跟踪和追溯管理。 

4）敏捷生产制造和跟踪 

MRP 驱动的产供销平衡计划：高正电子根据订单和预测需求并考虑已订的安全库存后分解成生产和采

购计划，实施 U8
+
生产制造前，由于产品多达 4 万多种，BOM 层次较多（5-6 层），计划分解工作量大，且

难以调整。高正电子在准确库存管理的基础上，高正电子实施了 MRP 驱动的生产制造管理，根据订单和预

测进行 MRP 运算，成品计划在考虑替代 BOM 后生成生产订单，再运行一次 MRP，再次运行的 MRP 根据调整



后的 BOM 和动态库存水平等关键信息快速分解零件加工计划和外购外协计划。实现了各种计划的高度协调

统一。通过压缩累计提前期缩短生产周期，提高资金使用率。 

LP 跟单支持订单准时交付：高正电子利用 LP 跟单产成品和半制品（自动化生产的五金件盒塑料件组

件），不单统一了各部门沟通的口径，关键零部件及产品从销售到生产入库、出库全过程跟踪，实现按一

号即可查询跟踪，便于及时决策。仓库严格按跟踪号收发料，准确及时提供动态库存数据。生产部门严格

按跟踪号进行生产报工处理。达到了订单可控、生产可控的目标。 

5）OA 促进业务协同增强企业凝聚力 

表单协同打通办公审批和业务运营：高正电子每个业务环节（具体表现为业务系统的各种单据）都有

严格的审批流程。如何使各级领导快速审批用友 U8+的业务单据摆到企业面前。基于用友 U8+协同插件，高

正电子实现了在 OA 审批业务单据，避免了在 OA 中审批的表单需要在用友 U8+中重复录入的问题。高正电

子单据流程为：U8
+
单据填写-〉OA 单据审批-〉审批结果自动同步到用友 U8+北京千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进

行后续业务。 

协同提高运作效率，提升公司形象，增强企业凝聚力：通过内部协同，使员工交流渠道更加通畅，事

务的执行跟踪更加有效，责任更加清楚；梳理了公司常用的一些制度形成固定表单，促使公司制度全面在

企业落地，而不仅仅只是在纸面上；通过企业公告、新闻等，加强企业文件建设，增加公司凝聚力；通过

移动客户端的应用，使沟通更加快捷。 

6）项目管理驱动产品创新 

项目管理提高产品研发设计效率：高正电子在 90 多个国家注册有商标，产品行销到亚洲、美洲、欧

洲、南非等全球 80 多个国家，目前累计产品超过 4 万个，作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创新型企业，产品

快速研发是企业的生命力。在没有 PDM 系统前，产品研发的组织是一个大问题，研发项目的任务分配需要

面对面沟通，进度也难以管控。使用 PDM 系统以后，高正电子采用了项目管理驱动的产品创新流程管理，

实现了以项目管理为主线，管理研发流程及任务，落实相关资源和目标；研发项目经理和主管等通过可视

化的任务状态，任务执行情况，人员资源情况等多角度管控研发项目的执行进度。 

研发变更管理：没有系统前谁都能发起申请，申请单严谨性不够，申请资料不全。使用 PDM 系统后不

但规范了变更流程，变更通过任务下发。而且能跟踪变更过程，申请的资料也能完整保存。“PDM 把可追

溯性和完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直接效益 

序号 项目 U8
+
上线前后 

1 降低盘点误差 5% 

2 降低库存 20% 

3 提高及时交货率 15% 

4 短缺件减少 10% 

5 提高资金周转率 15% 

6 库存准确率 99%以上 

7 提高生产效率 10% 

8 生产成本降低 8% 

  

l 间接效益 

1.   建立了完整统一的企业基础档案 

2.   建立了完整的管理业务流程架构 

3.   提高了企业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程度和工作效率 

4.   实现了数据共享，可以提供实时、动态的数据信息查询 

5.   提高了客户管理和满意度 

6.   有效的对产品进行管控并降低了成本 

7.   实现了企业完整的绩效分析和考核体系 

8.   满足对物料进行全业务的跟踪和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