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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01 非标设备行业背景
PLM及其价值



显著的机电一体化特征 转变到服务经营模式

更快的开发和交付提供产品的多样化全球化协同

组织复杂化
更多企业并

购

并行工作，社
区，更多零件

查询

到处是电气，运动控
制，传感器, 闭环，自

学习

在线体检，机器数
据历史、分析

没有标准的
需求新零件= 

更多成本

从单一机器
到完整的生
产线到工厂

复杂产品组
合的快速报

价

缩短上市时
间50%

减少交付时
间50%

提供最好的
质量

针对服务的设计
VS 针对成本的

设计

增加全设备效率

优化全球/本地生产

降低成本 模块化生产 最晚生产位置
确定

工业设备行业面临的挑战



激烈的市场波动
来自客户的压力

产品创新
产品更快的上市

异地分布式生产
全球化供应链

新增的法律法规要求
合规的成本

新的市场机会
新进入的竞争者

盈利能力
股东需求



把所有相关方集合在

一起以可持续的方式
创造商品

#3 客制化 #4 服务化

智能生产

连接产品，机器，
工厂和人

敏捷生产

让客制化成为可能

服务化生产

提供最佳的客户体验

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工业设备行业
从制造商自己生产到制造商提供的客户化生产

#1 协同 #2 物联网

社会化生产



由大规模批量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生产转变，是由集中生产向网络化异地协同生产转变，
是由传统制造企业向跨界融合企业转变。但是，实现工业4.0尚存以下4方面的难题：

生产过程与各种业务管理

系统协同之后，系统整体

会更加复杂化，对其进行

管理将更为困难。为此，

需要实现“制造系统的横

向、纵向集成”和“工程端

到端的集成”。

复杂系统的管理

工厂要对内外各种物品与

服务进行联网，那么通信

方式、数据格式等许多内

容都需要标准化。

标准化

构建容量更大、服务质量更

可靠的工业通信基础设施

通讯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物联网，云需要

亟待完善的安全标准和体

系

网络安全保障





◆ PLM系统作用就如同提供给每一个人使用，
针对特定产品的中央信息枢纽，所以一个管
理良好的PLM系统可以简化产品开发的程序，
并促使那些和产品管理有关的工作更容易沟
通。

◆ PLM管理的是数据，人力资源，业务流程，制
造工艺，和其他任何与产品有关的资讯。

◆ 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是一个处理程序或一
个系统，用于管理与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关联的
数据和设计过程。这个生命周期从一个产品的
概念和构想，经过产品的制造上市，到最后产
品的下市与最终处置。



什么是 PLM

按照CIMDATA的定义，PLM主要包含三
部分，即CAX软件（产品创新的工具类
软件）、PDM软件（产品创新的管理
类软件，包括PDM和在网上共享产品
模型信息的协同软件等）和相关的咨
询服务。实质上，PLM与我国提出的
C4P（CAD/CAPP/CAM/CAE/PDM），或
者技术信息化基本上指的是同样的领
域，即与产品创新有关的信息技术的
总称。



PLM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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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e 12

PLM用来协助企业管理与产品相关连的
数据及流程，以协助企业

✓ Getting the right version! (取得正确版本)

✓ of the right data! (由正确的数据)

✓ to the right person! (给适当人员)

✓ at the right time! (在适当时机)



基于PLM承载起一个高效的技术体系

单一数据源 有助于 解决如下问题

◼ 员工流动频繁，企业缺乏有效的知识积累
✓ 建立对应的知识管理系统，能够将资深员工在设计制造变更过程中相关经验加以

记录并固化在IT系统中

◼ 难以获得正确的项目信息
✓ 每个项目经理需要跟踪多个项目
✓ 客户对项目进度的控制要求越来越强

◼ 全球化的战略影响
✓ 改善客户异地接单，协作，服务的能力，实现Design Anywhere, Manufacturing 

Anywhere, Service Anywhere

✓ 能够有效果的客服地域障碍，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资源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 需要的是创新管理平台

研发 制造 营销

产品创新
与设计

产品品牌
与通路

敏捷制造和
成本控制

中小型制造企业需理性回归到以下三个核心竞争力的发展策略，
实现在巩固敏捷制造的基础上，向“微笑曲线”两端转型。



技术

规范标准 项目管理

流程标准化
数据标准化
编码标准化
统一模板
统一数据源

进度/资源/成本
问题/变更/风险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工艺创新
知识共享
专业协同

核心能力建设



提升竞争力

优化流程

提高效率
并行工程

变更管理

优化流程

协同开发

设计重用

标准化规范化

消除信息孤岛 库存压力

知识库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降低开发成本

项目管理

PLM的价值

战略层

管理层

应用层



PLM投资回报

降低项目平均执行周期

缩短工程变更的执行时间
10%

20-30%

提高相同时间内可执行订单项目数量

降低资源成本消耗 20-30%

统一标准 全局可视 高效可控 便捷执行

企业运营:精益的项目管理
知识传承:高效的研发体系



选型

产品对比
常见问题
建议02



国际老牌产品
优点：Dassault，Siemens，PTC都实力强大，

产品丰富，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技术领先；Siemens在汽车
行业占先。

缺点：费用高，实施难度大。定制化费用高。需
要非常专业的实施团队，一流的顾问。

国内专业PLM厂家
优点：从国际CIMS项目发展而来，具有CAD软件

基础，比较贴近客户做定制化
缺点：长期发展潜力存在不确定性；

OpenPLM
优点Aras，提供开发授权平台，可以自主开发定

制
缺点：需要企业自身有强大的IT力量

其他：
由ERP企业整合而来，适合产品制造型企业，不适合非标行业



国外.VS 
国内

国外看平台，国内看团队
国外一流顾问，国内实施团队
国际接轨，国内发展历程

判断
顾问
水平

实地
考察

评定
要素

看上线人数和运行情况
听使用方的经验困难
Click here to add your text. 

Click here to add your text. 

方便建模界面—平台架构+顾问水平
方便集成接口—CAD集成能力是门槛
方便开发工具—二次开发是易用关键

常
见
问
题

行业就职5年，公司任职3年
成功的客户数量
服务行业的经历



不要图

系统价格平

不要图

功能模块多

不要图

操作个性化

不要图

一步到位

建议是：四不一没有

没有

免费的午餐



规划

03
业务梳理
确定功能
技术协议



业务
现状

整体
方案

多项
众目

供应商
众多

客户
众多

多部门
协同

多地
协作

多专业
协作

项目/技术/研发/自动化/
机器人/制造/检测/调试…

标准多，要求多变



主
机
厂

德梅柯PLM系统平台

数据提取

BOM转
换

车身工艺
规划

非标自制工
装图纸设计

数
据
接
收

设计生产线

PD 车间布局仿真

供应商、外包商

⚫ 任务要求下发 ⚫ 开发进度反馈
⚫ 设计成果提交

确定工位

分配组装件

分配工装设
备

PS 机器人等仿真

ERP
系
统

数据整合管理

①

②

④③

⑤ ⑥





规划

实施

04
分布实施
组织架构
培训和知识传递
风险控制



功能模块分布



Functions 实施功能

上海德梅柯PLM项目

项

目

管

理

P

D                                  

/                                               

P       

S

集

成

二

维

C

A

D

集

成

三

维

C

A

D

集

成

O

ffi

c

e

集

成

图

文

档

管

理

数

模、

图

纸

填

写

规

范

检

查

三

维

轻

量

化

应

用

B

O

M

结

构

管

理

产

品

配

置

管

理

供

应

商

协

同

管

理

编

码

管

理

工

作

流

程

管

理

变

更

管

理

与

S

A

P

集

成

消

息

邮

件

管

理

系

统

维

护

及

安

全

管

理

PH1

PH2

PH3

PH4



Organization 总体组织结构

项目经理

数据整理负责人德梅柯关键用户 实施方顾问

项目领导小组 人员构成：德梅柯和实施方高层领导

人员构成：德梅柯和实施方
专家团队。

业务专家组

人员构成：德梅柯和实施方项目经理

人员构成：各部门核心业

务骨干。

人员要求：对企业业务流

程非常熟悉，保证有充足

的时间参与测试培训。

系统/业务管理员

人员构成：实施方实施顾

问、开发经理、质量工程

师、测试工程师。

人员要求：实施方软件团

队，具有多个项目的实施、

开发经验。

人员构成：各部门工程师。

人员要求：保证充足的时

间进行数据整理；保证数

据准确。

人员构成：IT工程师及各

部门骨干。

人员要求：系统管理员

对电脑及网络比较熟悉；

业务管理员对企业业务

流程非常熟悉。



Transfer 知识转移

 

在一旁看 ———>在一旁干 ———>亲自干 ———> 带头干在一旁看 ———>在一旁干 ———>亲自干 ———> 带头干



Training 培训

1.培训方式

培训方
式

• 分层次、分阶段、分模块

培训对
象

• 关键用户、系统管理员、数据整理人员和所有系统使用人员

人员要
求

• 熟悉企业的产品数据和过程，了解信息化产品

• 保证关键用户和系统管理员在项目实施中要求专人专职，避免变更

培训方
法

• 实施方方实施顾问将按照项目阶段安排专业的培训和业务讲解，主要以

授课和功能演示为主



Training 培训

时间
节点

对关键用户进行
产品理念培训
系统功能培训

对关键用户进行
数据整理培训

对系统管理员
进行系统安装、

配置培训
、对关键用户

进行系统功能培训

对最终用户
进行系统应用培训
、系统配置培训
、二次开发培训

对项目成员进行
实施过程培训

培训
内容

系统上线用户测试系统实现需求实现项目确定

06/20~06/21 06/21~06/21 06/25~10/15 11/01~12/0
6

12/10~12/14

2.培训计划

◆ 用户测试阶段：用户测试阶段，系统管理员、关键用户培训、考核

◆ 上线运行阶段：通过知识转移，关键用户培训、指导其他用户使用

3.培训要求

用户数据整理



Risks 风险及应对措施

责任人 风险描述 应对措施

项目
总监

⚫ 项目组领导投入精力不足，

对项目支持力度不够

⚫未定期进行项目监控

⚫没有及时协调资源

✓企业的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双

方领导小组要强有力的支持

✓必须投入一定的精力关注项目

✓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及保障资源

双方
项目
总监

实施方
项目
经理

⚫最终用户因现有工作模式

的改变、工作量一定程度的

增加而产生抵触情绪，不能

按时完成项目任务

✓客户领导小组召开项目实施动员

大会

✓协调资源保障项目实施进度，按

照项目实施阶段可以设定全职数据

录入和整理人员

✓实施方实施小组及时跟踪使用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



Risks 风险及应对措施

责任人 风险描述 应对措施

双方
项目
经理及
业务专
家

⚫基础数据整理未能按计

划完成

⚫数据未经过严格审核，

导入系统后影响应用效果

✓制定详细的数据整理计划（双方项目经理）

✓完成数据质量校验流程（双方项目经理及业务

专家）

✓定期进行进度跟踪、审计（双方项目经理）

双方
项目
经理及
业务专
家

⚫因前期需求交流不清，

导致后期需求变更频繁，

导致项目实施工作难度加

大，影响项目计划的正常

执行和项目验收工作

✓ 在调研过程中，用户方业务代表要充分理清

业务需求，双方进行充分交流，项目小组一起

讨论交流达成一致。

✓ 正式开发实施前，对需求调研后的《总体方

案及蓝图》进行确认，双方项目组领导签字；

✓ 对项目实施主计划进行确认和签字；

✓ 需求变更需要双方协商和制定需求变更的解

决方案，确认后由双方项目经理签字；



Factors 项目成功关键因素

公司高层与各部门领导的支持

有效的数据整理（数据的准确定）

用户参与度（时间，精力）

正确的项目进度计划

清晰、准确的需求说明



难点

05
编码制定
应用集成
改变工作模式



上图是对零件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除标准
件外，有70%的零件有相似特征，零件的分类
可以找出零件属性的相似和区别进行归纳。
通过零件特征包括零件的几何形状、加工工艺、
精度、材料等，分类编码就是用数字、字母或
符号将机械零件各种特征进行标识的一套特定
的法则和规定。

增加零件的辨识度
应用GT指导分类，降低产品制造各个环节
的生产成本，以及管理难度；
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减少无效的重复
设计，提高效率；



编码系统的主要功能：

1. 识别。根据特性标志能明确、无二义地识别一个对象物。
2. 分类。根据确定的概念能对各对象物或对象物的特性进行归类。

1. 应能分别进行识别和分类处理；
2. 编码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开放性，以便进行扩充；
3. 符合数据处理技术的要求，便于PDM系统处理。
4. 简洁明了，易于理解，长度一般不超过15位。

打破隶属编号中产品隶属专有的界线，其装配隶属关系以产
品和部件的部套表来解决













制造企业的信息分类编码体系

企业的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的建立，首先应该符合企业的规模、产品特点、生产类型。既
要充分考虑企业发展对信息编码的需求，又要兼顾企业的现状，整个企业采用统一的编
码结构。在对企业的产品、部件、零件、工装等资源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
企业外部应用环境的要求，尽可能与国家或行业的相关标准一致。

企业的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应该覆盖企业信息系统管理的所有对象，如产品对象（产品、
部件、零件）、制造资源（设备、工装）、技术文档等，并支持编码对象生命周期中涉
及的各个环节。企业内任何对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标识码始终保持不变。

企业的信息分类编码体系一般由分类码、标识码和后缀、事物特性表四部分组成。零件
分类用分类码，代表零件分类定义结果；零件实例用标识码，采用顺序码或由计算机自
动生成，由事物特性一览表的索引表来体现；后缀采用具有隶属关系的两位大写字母，
表示同一对象不同的模型和技术资料。

分类码和标识码相互独立，分类码只起分类作用，标识码仅用于零件的标识，而同一对
象的不同类型的数据，如3D模型、2D图纸、技术文档等，则采用后缀进行区分。



零
件
类
别
码

功
能
段
（A

段
）

功
能
段
（B

段
）

功
能
段
（C

段
）

事
物
特
性
表

识
别
码

分类码 二级码 识别码

分类码：分类码描述的是零件的功能、结构、形状、生产工艺等信息，它反映
的是一类对象的特点，可以不唯一。

标识码（流水码）：标识码仅用于零件的标识，必须是唯一的，可以采用零
件的图号，也可以采用从00000001开始的8位数字构成的流水号表示。

事物特性表：通常用来描述事物的特性。，事物特性表可以详细描述产品对象
的功能特性、结构特性（形状、材料、精度等）和工艺特性等。



CAT ID 

SEQUENCE NO.:
00000000-
99999999

CAT3:000-
999
CAT2:00-99

CAT1:00-99
(Business 
Forum)

CAT ID:00-99
(01:SYSTEM;02:SUB SYSTEM;03,04:DEVICE;
05-09:UNIT(ELECTRIC,MECHANIC,PNEUMATIC,
HYDRAULIC,SOFTWARE);
10-14:PART(ELECTRIC,MECHANIC,PNEUMATIC,
HYDRAULIC,SOFTWARE);15:RAW MATERIAL;…)

SYSTE
M

SUB 
SYSTEM

DEVICE

UNIT

PART

RAW MATERIAL

… …

ELECTRIC MECHA
NIC

PNEUM
ATIC

HYDRA
ULIC

SOFTW
ARE

ELECTRIC MECHA
NIC

PNEUM
ATIC

HYDRA
ULIC

SOFTW
ARE



CAT ID:SUB SYSTEM   分类展开

CAT2
CAT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01
Line&

Cell
地板线侧围线总拼线门盖线表调线传输线机舱线

前地板
线

后地板
线

地板主
线

前门区
域

后门区
域

前盖区
域

后盖区
域

后举门
区域

顶盖区
域

翼子板
区域

…

02 Station 定位焊 补焊 涂胶 螺柱焊二保焊 滚边
上、下
件

激光焊 测量 检查

03
Working 

Package
控制 传输 通用项 IT 机械 人工 机器人 安全 工具

04
IT 

SYSTE

M

MES
系统

AND
ON系
统

WBS
系统

交换机
系统

机器人
群控

设备中
控

焊接参
数监控

测量数
据管理
系统

05 …



C4P-CAD/CAE/CAPP/CAM



属性刷功能

系统实现与CATIAV5R19/24/26软件集成

设计端集成取码功能，设计者通过类型指定生成编码

图纸入库归集

属性映射

BOM与设计的双向同步功能

能够打开类似原服务器中的文件夹结构选择相应的文件，
能够引用PLM中已经存在的模型

设计软件集成的需求举例





产品开发过程固化ISO\TS16949体系管理















1

2

3

4

Fast and effective 

creation of your 

presentation

领导支持

相互信任

积极主动坚持



• PLM是一种管理思想

•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结果。”——彼
得·德鲁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