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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设计目的：

l《企业物流运作与管理》课程设计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既动手又动脑，独立实践的机
会。培养学生“企业物流运作与管理”课程所
学知识的综合应用，分析和解决企业物流
运作与管理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l二、设计要求

l由教师布置课程设计的思路，提供设计资
料，学生根据资料，结合企业物流运作与
管理的相关知识，对资料进行深入分析。
要求学生熟悉、掌握企业物流运作与管理
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根据个人对问题的不
同理解，独立完成企业物流运作与管理课
程设计。



l设计内容：
l 1．根据企业产品的结构，绘出产品的物料清单
（树状结构和表格结构）。

l 2．根据预测量、订单量、计划接收量和预计可用
库存等数据来制订主生产计划。

l 3．根据主生产计划、物料清单、计划接收量和预
计可用库存等数据来制订物料需求计划。

l 4．对各个工作中心所需的各种资源进行计算，对
能力需求计划进行平衡，制订并输出能力需求计
划。



l三、课程设计报告的格式
l 1．扉页：标题、报告撰写人姓名、学号、
所在院系、指导老师、班级、日期。
l2．序言：简要地说明课程设计目的。

l3．正文：课程设计的详细过程，结论分析。



l四、课程设计的内容及其指导
l1．制订主生产计划

l主生产计划(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e，
简称为MPS)是确定每一个具体产品在每一
个具体时间段的生产计划。



l（1）划分时区和时界

l●时区1：是产品的总装提前期的时间跨
度，即指从产品投入加工开始到产品装配
完工的时间跨度。
l●时区2：在产品的累计提前期的时间跨度
内，超过时区1以外的时间跨度为时间2。
l●时区3：超过时区2以外的时间跨度为时
区3。



l●需求时界(Demand Time Fence，简称DTF)：
时区1与时区2的分界点为需求时界。

l●计划时界(Planning Time Fence，简称PTF)：
时区2与时区3的分界点为计划时界。

l●计划确认时界(Firm Planning Time Fence，简
称FPTF)：计划时界也称为计划确认时界，其意
义为：产品在累计提前期内(时区1与时区2)的计
划，—般都已经确认，如果没确认，可用的(剩余
的)生产时间很可能小于产品的累计提前期，即使
马上确认，也可能造成计划拖期。



l（2）制订主生产计划报表
l①批量规则(lot-sizing roles)
l批量规则表示做MPS或MRP计划时，计算物品的
计划下达数量所使用的规则，不同的批量规则表
示计划下达量的取值方法，系统可依据批量规则
计算需求量。

l②批量周期
l批量周期指如果物品按周期批量订货时，订货的
周期。

l在MPS或MRP的计算过程中，根据此处定义的批
量周期(以天为单位)对周期批量合并净需求，将
其作为计划量。



l③批量(或批量增量)
l批量物品按批量订货时的数量，系统在做计划生
成时，可根据批量规则和批量自动计算订货的数
量。批量的增量是此倍数。

l④毛需求量(gross requirement)
l毛需求量指初步的需求数量，系统会根据计划参
数的设置值进行计算。

l⑤计划接受量(scheduled receipts)
l计划接受量指前期已经下达的正在执行中的订
单，将在某个时段(时间) 的产出数量。



l⑥预计可用库存量(projected available balance-
PAB)

l预计可用库存量指某个时段的期末库存量，要扣
除用于需求的数量，平衡库存与计划。计算公式
如下：

l预计可用库存量=前一时段末的可用库存量+本时
段计划接受量-本时段毛需求量+计划产出量

l⑦净需求量(net requirements)
l计算净需求量要综合毛需求量和安全库存量，并
考虑期初的结余与本期可以计划产出的数量。计
算公式如下：

l净需求=本时段毛需求—前一时段末的可用库存
量—本时段计划接收量+安全库存量



l⑧计划产出量(planned order receipts)

l当需求不能满足时，系统根据设置的批量规则计
算得到的供应数量称为计划产出量。此时计算的
是建议数量，不是计划的投入数量。

l⑨计划投入量(planned order releases)

l根据计划产出量、物品的提前期及物品的合格率
等计算出的投入数量称为计划投入量。



l⑩可供销售量(available to promise，即ATP)
l在某一个时段内，物品的产出数量可能会大于订
单与合同数量，这个差值就是可供销售量。这里
所说的“某一个时段”指连续两次产出该物品的时
间间隔，也就是从一次产出的时间到下批再产出
时的时间间隔。这个可供销售量就是可以用于销
售的物品数量，它不影响其他(下批)订单的交
货，这个数量为销售部门的销售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依据。计算公式如下：

l可供销售量=某时段的计划产出量(包括计划接收
量)—该时段的订单(合同)量总和



l（3）确认MPS
l在制订了初步的MPS后，再进行粗能力平
衡，最后提出MPS方案，经过相应的审核、
批准，以保证MPS符合企业的经营规划。
确认MPS的步骤如下。



l ①提供对初步MPS的分析。分析生产规划和MPS之间的
所有差别。 MPS中产品大类的总数应约等于相应时期内
销售计划的数量，若不—样，一般则需要改变MPS，
MPS和销售计划尽量保持一致。

l ②向负责部门提交初步的MPS及其分析。对MPS的审核
工作应由企业高层领导负责，并组织市场销售部门、工程
技术部门、生产制造部门、财务部门和物料采购部门参加
审核。各部门要通过讨论和协商，解决MPS中的所有问题。

l ③批准MPS，将正式的MPS下达给有关部门。召开会议
批准MPS，阐明解决MPS问题的方法及选用该方法的原
因，并用文字说明和图表示意。批准后，将正式的MPS发
放给有关部门，如生产制造、物料、采购、工程技术、市
场销售、财务等部门以及相关人员。



l 2．制订物料需求计划

l制订MRP依据的关键信息有：

l (1)主生产计划(MPS)。物料需求计划由MPS推动。

l (2)物料清单(BOM)。由于最终产品结构中的各个
子件加工周期不同，即对同一BOM(同一产品)中
的物料需求时间不同，因此，MRP要根据产品的
BOM对MPS进行需求展开(数量与提前期)。

l (3)库存信息。依据物料库存信息确定各个物料的
需求量。



l3．制订能力需求计划
l（1）编制能力需求计划
l物料需求计划是由主生产计划驱动而产生
的。但是，生成的物料需求计划是否可以
执行，是否能最终保证生产计划的切实可
行，必须通过运行能力需求计划才能得出
准确的回答。能力需求计划(简称为CRP)主
要用来检验物料需求计划是否可行，以及
平衡各工序的能力与负荷。



l能力需求计划(CRP)的运算过程是根据物料需求
计划(MRP)和各物料的工艺路线，对在各个工作
中心加工的所有物料计算出加工这些物料在各时
间段上要占用该工作中心的负荷小时数，并与工
作中心的能力(即可能提供的能力，如工时、台时
等)进行比较，生成能力计划需求。能力需求计划
中的能力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如人力、设备、面积、
资金等)单位时间内企业能持续保持的最大产出。
能力需求计划的对象是工作中心。



l 工作中心加工物品的负荷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l 负荷=该物品产量x占用该工作中心的标准工时(或台时)
l 若能力-负荷≥0，则满足加工要求，能力富余(或停好)。
l 若能力-负荷≤0，则不能满足加工要求，能力不足。
l 编制能力需求计划的具体做法是：将MRP计划的各时间段

内需要加工的所有制造件通过工艺路线文件进行编制，得
到所需要的各工作中心的负荷，再问各工作中心的额定能
力进行比较，提出按时间段划分的各工作中心的负荷报告。
然后，由管理人员根据报告提供的负荷情况及订单的优先
级因素加以调整和平衡。



l（2）确认能力需求计划

l在经过分析和调整后，将已确定的调整措
施中有关的修改数据重新输入到相关的文
件记录中。通过反复的平衡和调整，在能
力和负荷达到平衡时，即可确认能力需求
计划，正式下达任务单。



l能力需求计划平衡与输出
l前面说过，能力需求计划中有两个要素：负荷和
能力。解决负荷过小或超负荷能力问题的方法有3
种：调整能力，调整负荷，以及同时调整这两者。

l调整能力的方法有：
l●加班；●增加人员和设备：●提高工作效率；
●更改工艺路线；●增加外协处理等。

l调整负荷的方法有：
l●修改计划；●调整生产批量：●推迟交货期：
●撒消订单；●交叉作业等。

l以图形的方式进行输出，便于进行能力平衡。



l五、课程设计的时间安排
l

1天总结报告阶段3

3天设计阶段2

1天分析准备阶段1

所需时间阶段内容序号



l六、设计考核及评分标准

10分4．版面设计合乎规范

20分3．态度认真、学习刻苦、遵守纪律

50分2．内容充实、系统、实用

20分1．方法得当、目的明确，格式规范

评分标准评定项目

备注：成绩等级：优（90分—100分）、良（80分—89分）、中（70
分—79分）、及格（60分—69分）、60分以下为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