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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实施的经济评价研究
杨长辉

(郑州大学 商学院 , 郑州 450052)

　　摘要 :利用净现值评价法和期权定价理论 ,探讨了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 ERP/ ERP Ⅱ) 实施的经济评价问题 ,选择

了 ERP/ ERP Ⅱ项目实施后的综合效益评价的基本指标 ,分析了评判的详细过程 ,以此指导评判项目实施后企业的

最终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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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ERP/ ERP Ⅱ项目是企业保

持和发展竞争优势、对企业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管

理系统〔1〕,ERP/ ERP Ⅱ项目的实施涉及到管理机构

的变化和经营方式的变革 ,实施 ERP/ ERP Ⅱ项目

也是对企业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的重要考验。

ERP/ ERP Ⅱ项目实施的综合评判是对项目实施以

及实施后的效益、影响和执行等情况进行全面而又

系统的分析与评价 ,有助于改进投资效益 ,提高宏观

决策和管理的水平。

2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ERP / ERP Ⅱ实
施的经济评价

211 　传统评价方法

ERP/ ERP Ⅱ系统实施的经济评价是比较困难

的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而言 ,可以采用技术经济评价

方法来评价 ERP/ ERP Ⅱ系统实施的经济效益。

净现值 (Net Present Value) 是对投资项目进行

动态评价的重要指标 ,该指标要求考察项目寿命期

内每年发生的现金流量。按照一定的折现率将各年

净现金折现到同一时点 (一般为期初)的现值累加即

为净现值。计算投资项目净现值的公式为〔2〕:

N PV = ∑
n

t =0

( CI - CO) t

(1 + i0)
t = ∑

( CI - K - CO′) t

(1 + i0)
t

公式 (1)

式中 : N PV 表示净现值 ;CI t 表示项目第 t 年的

净现金流入额 ;COt 表示项目第 t 年的净现金流出

额 ; Kt 表示第 t 年的投资支出 ; n 表示计算期 ; i0 表

示基准折现率 ; CO′t 表示项目第 t 年投资支出以外

的现金流出 ,即 : CO′t = CO t - Kt 。

判断原则 :对单一项目而言 ,若 NPV ≥0 ,则项

目经济上是可行的 ;若 NPV < 0 ,项目是不可行的。

多方案比选时 ,采用净现值最大原则 ,即净现值越大

的方案相对越优。

净现值评价方法的缺陷 :传统的净现值评价方

法本身存在评价思路的缺陷 ,不能对因为 ERP 项目

投资所带来的各种发展机会进行评价 ,其最终评价

结果常常是低估了项目的价值。

212 　期权定价理论

在 ERP/ ERP Ⅱ项目经济评价中 ,计算因项目

投资所带来的各种发展机会的价值 ,是项目经济评

价很重要的一方面 ,期权理论在项目投资经济评价

领域的运用 ,弥补了净现值评价方法的不足 ,期权定

价模型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该问题。

期权定价的常用方法有两种〔3〕,一种是二项模

型 ,是由约翰·C·科克斯 (John C Cox) 、马克·鲁宾斯

坦 (Mark Rubinstein) 等人创立的 ;另一种是布莱克

- 斯科尔斯模型 ,是由费雪·布莱克 ( Fischer Black)

和梅隆·斯科尔斯 (Myron Scholes)创立的。

基于布莱克 - 斯科尔斯模型的评价方法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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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期权定价理论 , ERP/ ERP Ⅱ系统投资机会

的价值实际上是以初始投资为约定价格的买方期

权 ,标的物为 ERP/ ERP Ⅱ系统投资项目的价值 ,应

用布莱克 - 斯科尔斯模型可以计算该投资机会的价

值。计算方法如下 :

以 C 表示买方期权的价值 ,则布莱克 - 斯科尔

斯模型为 :

C = S 0 N ( d1) - xe - rtN ( d2) 公式 (2)

式中 : S0 表示期权标的物的价值 ,此处即为

ERP 系统的相应投资 ; x 表示期权的约定价格 ; r 表

示无风险年利率 ; t 表示期权到期期限 ; N (d1) 和 N

(d2)分别表示正态分布下 ,变量小于 d1 和 d2 的累计

概率 ,d1 和 d2 的计算如下 :

d1 =
ln ( S 0/ x ) + ( r +σ2/ 2) T

σ t X
公式 (3)

d1 =
ln ( s0/ x) + ( r - σ2/ 2) T

σ t
= d1 - σ t

公式 (4)

式中 :σ表示投资价值相对变动的年标准差 ,传

统σ的取值范围在 012 - 014 之间。

由上述公式可以得到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

ERP 系统投资项目净现值计算公式 :

NPVOPT = 传统 ER P + C ( ERP 系统投资项目

包含发展机会的价值)

此时的判断依据为 :如果 NPVOPT ≥0 ,则说明

ERP/ ERP Ⅱ系统投资项目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3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ERP/ ERP Ⅱ实
施后的最终综合效益评价

311 　评价指标的选择

ERP/ ERP Ⅱ实施后进行的最终效益评价活动

应当从全局的观点出发 ,既要考虑项目对于企业目

前产生的效益 ,又要考虑项目对企业发展所带来的

长期效益。ERP/ ERP Ⅱ项目最终效益评价主要考

虑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投资利润率、管理水平、

人员素质、管理人员减少率、成本降低率、库存降低

率、采购提前期缩短率、延期交货减少率、生产能力

提高率等 11 项指标。

312 　构造判断矩阵

31211 　安排假定评价体系包括 n 个指标 A1 , A2 ,

⋯, An ,参加评判专家 m 人〔5〕

1)对每组指标 ,先找出最重要指标与最不重要

指标 ,并确定两者比率 P。

2)将各指标按重要程度从小到大排序 ,以最不

重要指标为基准 (赋值为 1) ,将各项指标与其比较 ,

按重要程度进行赋值 (按 AHP 法中的标度和标准) 。

由此通过排序可以消除逻辑上的不一致性 ,减轻两

两对比难度 ,且将 P 的确定和各指标赋值统一起

来。

31212 　指标 Aj 的综合赋值方法

将 m 个专家对 n 个指标所赋的值分成 r 块 ,分

别记为 A[ 1 ] ,A [ 2 ] , ⋯,A [ r ] ;其中矩阵 A [ k ]的行

表示以 Ak 为最不重要指标的专家数 ,记作 mk ,列表

示将指标 Ak 作为基准 ,对各指标 A1 ,A2 , ⋯,An 所

赋的值。具体形式为 :

A[k] =

A1 A2 ⋯ Ak - 1 Ak Ak + 1 ⋯ An

ak
11 , ak

12 , ⋯ ak
1 ,k - 1 , 1 , ak

1 ,k + 1 , ⋯ ak
1n

ak
21 , ak

22 , ⋯ ak
2 ,k - 1 ,1 , ak

2 ,k + 1 ⋯ ak
2n

… … … … … … … …

ak
m1 , a2

m2 , ⋯ ak
m ,k - 1 , 1 , ak

m ,k + 1 , ⋯ ak
m

公式 (5)

这里 ak
ik = 1 , 1 ≤ ak

ij ≤9 ,且 ∑
r

k = 1
m k = m (i =

1 ,2 , ⋯,mk ;j = 1 ,2 , ⋯,n) 。

对于分块矩阵 A〔k〕,因各指标赋值均以 Ak 为

基准 ,从而可对 A〔k〕中的各列分别求均值 :

ak
j = ∑

m
k

i = 1
ak

ij = / mk 　　j = 1 ,2 , ⋯,n

公式 (6)

由以上公式可得行向量 A k = ( ak
1 , ak

2 , ⋯, ak
n) ,

其中表示以Ak 为最不重要指标的 mk个专家对 n个

指标所赋的值。将行向量正规化 ,可得每个指标 Aj

在 A k 中所占的比重 :

ak
j = ak

j / ∑
n

j = 1
ak

j 公式 (7)

对所有分块矩阵作上述处理 ,可分别得到 ( A 1 ,

A 2 , ⋯, A r) 。

如果某个专家对 n 个指标所赋值中 ,Ai 与 Aj (i

< j)的赋值均为 1 ,为避免重复计算 ,将该组数据放

在分块矩阵 A〔i〕中处理。

对于每个分块矩阵 A〔k〕(k = 1 ,2 , ⋯,r) ,因行

数 mk 不同 ,其在专家数 m 中所占比重也不同 ,因而

需考虑 mk 在 m 中所占比重 ,称 mk/ m 为 ak
j 的权系

数。

综合上述分析 ,可得指标 Aj 的综合赋值 :

aj = ∑
r

k = 1
ak

j m k/ m 　j = 1 ,2 , ⋯, n 公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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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5) ———公式 (8)既可汇总 m 个专家对 n

个指标所赋的值 ,得到最后的综合赋值。

31213 　比率 P 的综合赋值方法〔6〕

由综合赋值 aj 中求出最小值 amin和最大值 amax ,

令其所对应的下标分别为 m 和 M ,即 am = amin ,aM =

amax。

将 A〔k〕各列分别除以 am 所对应的列 ,得

A′[ k ] =
A [ k ] m = k

( ak
ij/ ak

im ) m ×n m ≠ k
公式 (9)

与 ak
j 的求法相同 ,可得 Am ,AM ,在 A′[ k ] 中所

占比重 Pk
min 和 Pk

m ax

Pk
min = mk/ ( ∑

m
k

i = 1
∑

n

j = 1
ak

ij/ ak
im ) 公式 (10)

Pk
max = ( ∑

m
k

i = 1
ak

iM / ak
im ) / ( ∑

m
k

i = 1
∑

n

j = 1
ak

ij/ ak
im)

公式 (11)

与 ai 求法相同 ,可得 Pmin和 Pmax。

Pmin = ∑
r

k = 1
pk

min m k/ m ; 公式 (12)

Pmax = ∑
r

k = 1

pk
max m k/ m ; 公式 (13)

P 的综合赋值为 P = Pmax/ Pmin。

通过以上对 ai 和 P 的求解 ,相应的构造判断矩

阵

aij =

( ai - aj) ( P - 1)

( amax - amin) + 1
; ai ≥ aj

1/
( aj - ai) ( P - 1)

( amax - amin) + 1 ; ai ≤ aj

公式 (14)

313 　确定因素重要程度系数(权重)

根据构造的判断矩阵 ,计算它的最大特征值
λmax ,即求满足条件%% 公式 (15) ,求公式 (15) 的最

大者λmax :

a11 - λ a12 ⋯ a1 n

a21 a22 - λ ⋯ a2 n

⋯ ⋯ ⋯ ⋯

am1 am2 ⋯ am n - λ

= 0

公式 (15)

将求出的最大特征根代入齐次方程组
( a11 - λ) x 1 + a12 x 2 + ⋯+ a1 nx n = 0

a21 x 1 + ( a22 - λ) x 2 + ⋯+ a2 nx n = 0

　　　　⋯⋯⋯

am1 x 1 + am2 x 2 + ⋯+ ( am n - λ) x m n = 0

公式 (16)

对公式 (16) 求解 ,于是得到最大特征根λmax的

特征向量 :

X = (x1 ,x2 , ⋯,xn) 公式 (17)

对公式 (17) 所求出的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

理 ,可得 :

W = (
x 1

∑
n

i = 1
x i

,
x 2

∑
n

i = 1

x i , ⋯,
x n

∑
n

i = 1
x i

) 公式 (18)

令 Wn =
x n

∑
n

i = 1
x i

, n = 1 ,2 , ⋯⋯,11

则有 :W = ( W1 ,W2 , ⋯⋯,W11) ,即为所求的评

价指标的重要程度系数 (权重) 。

314 　ERP/ ERP Ⅱ项目最终综合效益评价

评价指标共有 11 个 ,收集数据 ,将分别得到的

11 个指标数值来构造指标值矩阵 (见公式 19) :

X =

X1

X2

…

X11

公式 (19)

然后对指标作无量纲化处理 ,采用直浅型无量

纲处理方法中的极值法 ,其转化公式为 :

Yi = X i/ max (X i) 公式 (20)

式中 :X i :为实际指标值 ; Yi :为无量纲值。

利用上述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标准化指标

矩阵 :

Y =

Y1

Y2

Y11

公式 (21)

已知 W = W = ( W 1 , W 2 , ⋯⋯, W n) ,令 G =

W Y ,则有 :

G = ( W 1 , W 2 , ⋯, W n)

Y1

Y2

Y11

公式 (22)

即 : G = ∑
11

j = 1
W i Y j

G表示 ERP/ ERP Ⅱ项目最终综合效益。

采用以上方法 ,确定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系数

(权重)后 ,应当立即收集数据 ,着手对指标进行权重

确定和消除指标间差异的量化工作 ,然后代入相应

的数学评价模型中进行计算并取得计算结果。用该

结果同原有系统的相应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最终获

得 ERP/ ERP Ⅱ项目最终综合效益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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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ERP/ ERP Ⅱ的实施评判是

很有难度的。文章从传统的评价方法净现值出发 ,

分析其不足 ,利用期权定价理论 ,说明了企业资源管

理系统 ERP / ERP Ⅱ系统实施的评价问题。文章通

过选择 ERP/ ERP Ⅱ项目实施后综合效益评价的基

本指标 ,详细探讨了 ERP/ ERP Ⅱ系统实施前后的

评判过程 ,分析了如何评判 ERP/ ERP Ⅱ项目实施

后企业的最终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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