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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的概念

➢ 库存（Inventory）是指一切暂时闲置的、用于未来目的的、有经济价值的

资源，资源的闲置就是库存。

8.1 MRP的产生与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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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的作用

8.1 MRP的产生与基本思想



4

8.1 MRP的产生与基本思想

⚫ 订货点法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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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MRP的产生与基本思想

⚫ 订货点法及其局限性

➢ 订货点法

✓ 产生：20世纪初期产生，40年代到60年代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种库存计

划和控制方法。

✓ 基本思想：根据物料消耗的历史数据推测未来需求和确定订货点与订

货数量，进而通过库存控制来满足用户需求。

✓ 订货点计算：依靠对库存补充周期内的需求量预测，并保持一定的安

全库存储备，来确定订货点。

订货点＝单位时段的需求量×订货提前期＋安全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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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MRP的产生与基本思想

⚫ 订货点法及其局限性

➢ 订货点法

✓ 适合于：独立需求

✓ 订货点的局限性：

➢ 盲目性

➢ 高库存与低服务水平

➢ 形成“块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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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MRP的产生与基本思想

⚫ 独立需求与相关需求

➢ 独立需求：外部用户需求 ➢ 相关需求：独立需求关联分解来的需求

好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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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MRP的产生与基本思想

➢ 制造过程的原材料、半成品的

库存是相关需求库存问题。

➢ 最终产品的需求一经确定，其

原材料、零部件的需求可以按

一定的装配关系计算出来。

➢ 订货点的假设是需求是稳定的

➢ 采用独立需求库存控制方法处

理相关需求库存问题，会导致

更大的需求波动。

⚫相关需求库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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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MRP的产生与基本思想

➢ 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物料需求计划

➢ MRP是在1965年IBM公司奥列基博士提出的“物料独立需求和相关需求”学

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其主要思想是打破产品品种台套之间的界线，把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涉及

的所有产品、零部件、原材料、中间件等，在逻辑上视为相同的物料，

再把所有物料分成独立需求和相关需求两种类型，并根据产品的需求时

间和需求数量进行展开，按时间段确定不同时期各种物料的需求。

➢ 可以解决“产供销严重脱节”难题，做到“既不出现短缺，又不积压库存”。

⚫MRP的产生



10

⚫MRP的基本逻辑

主生产计划

外协外购计划
• 需求数量

• 订货日期和到货日期

生产作业计划
•需求数量

• 开始日期和完工日期

库存信息
物料需求计划

MRP

物料清单

（产品结构）

要制造什么？

要用到什么？ 已经有什么？

需要采购什么？自己生产什么？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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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MRP的基本原理

⚫ 制造企业生产组织的四个基本问题

1. 要出产什么（产品需求与进度）？

2. 要用到什么（产品结构与资源）？

3. 已经有了什么（现有库存有多少）？

4. 还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什么时间要？

⚫ 制造业基本方程

➢ （生产什么 → 用到什么） － 已有什么 ＝ 需要什么

➢ A x B – C = D

⚫ 基本思想是围绕物料组织制造资源，实行按需准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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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的输入信息

➢主生产计划（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e，MPS）

➢物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 BOM）

➢库存信息 (Inventory )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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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的输入信息

1）主生产计划（MPS）

✓ 主生产计划是综合生产计划转化为具体的产品（零件）出产进度计

划，是MRP的主要输入和MRP运行的驱动源。

✓ MPS的计划对象是企业向外界提供的东西，他们具有独立需求的特征，

包括：

• 最终产品项，即一台完整的产品

• 独立需求的备品、配件，可以是一个完整的部件或是零件

• MPS中规定的出产数量一般为净需要量，即需生产的数量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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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的输入信息

1）主生产计划（MPS）

周次 1 2 3 4 5 6 7 8 9

产品A
（台）

10 15

产品F

（台）
13 12

配件C

（件）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产品A的计划出产量为：第5周10台，第8周15台；产品F的计划产量为：

第4周13台，第7周12台；配件C，计划1－9周每周出产10件。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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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生产计划的信息来源

➢ 销售预测

➢ 客户订单

➢ 库存

➢ 其他需求（生产能力数据、产品提前期、服务备件等）

8.2 MRP的基本原理

⚫ 产品出产计划的计划期

➢ 计划覆盖的时间范围

➢ 一定要比最长的产品生产周期长。否则，得到的零部件投入出产计划不可行。

⚫ 产品出产计划的滚动期
➢应该同MRP的运行周期一致。若MRP每周运行一次,则产品出产计划每周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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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的输入信息

2）产品结构文件（BOM）

✓ 产品结构文件（bill of materials, BOM）,也称物料清单。

✓ 作用：描述组成最终产品项目的各个零件、组件、原材料之间的结

构关系和用量关系，在ERP中居于核心地位。

✓ 产品结构层次的多少随产品的不同而不同，层次越多，管理和计划

就越复杂。

✓ 可以用产品结构树直观地表示出来。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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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品结构中，零件处于

不同的层次，采用层次码

表示。

➢ 零部件的清单、产品项目

的结构层次、制成最终产

品的各个工艺阶段的先后

顺序。

⚫产品结构树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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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5kg)J(20kg)

M(2)H(1)G(1)E(1)F(6)

C(3)D(1)B(1)

0层

1层

2层

3层

LT=周

Lx---提前期

LA＝1

LB＝1

LF＝4 LE＝1 LG＝2 LH＝2 LM＝3

LK＝3LJ＝3

LC＝2LD＝3

结构层次

➢ 三抽屉文件柜结构树

8.2 MRP的基本原理

文件柜

箱体
抽屉锁

滑条 箱外壳 抽屉体 手柄 滚子

钢材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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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生产计划的BOM

➢ 单层BOM

➢ 按展开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单层BOM和多层BOM

父物料编码 物料编码 需求数量 提前期 版本号

X A 1 2 T01

X B 4 2 T01

X E 1 2 T01

A C 1 4 T01

A D 4 4 T01

C O 1 3 T01

D P 0.2 2 T01

B R 0.2 7 T01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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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码 父物料编码 物料编码 需求数量 提前期 版本号

CP1 X A 1 2 T01

CP1 X B 4 2 T01

CP1 X E 1 2 T01

CP1 A C 1 4 T01

CP1 A D 4 4 T01

CP1 C O 1 3 T01

CP1 D P 0.2 2 T01

CP1 B R 0.2 7 T01

8.2 MRP的基本原理

⚫ 主生产计划的BOM

➢ 多层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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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MRP的基本原理

⚫ BOM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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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M的作用
➢ 编制计划的依据

➢ 配套和领料的依据

➢ 加工过程跟踪的依据

➢ 采购和外协的依据

➢ 成本核算的依据

➢ 报价的参考

➢ 物料追溯

➢ 使设计系列化、标准化和通用化

⚫ BOM 的使用方式
➢ 分解：自上而下展开

➢ 跟踪：自下而上反查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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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形式的BOM：

➢ 设计BOM ：

✓ Engineering BOM, E-BOM

✓ 由CAD生成，是为了管理图纸，通常是按产品图纸上的零件明细表编

制而成。

➢ 制造BOM / 生产BOM：

✓ Manufacturing BOM, M-BOM

✓ ERP系统使用的BOM，是为了生产制造，所有的物料都必须包括在内，

而且是按照实际的加工装配流程来描述。

✓ 反映产品制造过程的零部件关系和物料数量需求关系，比设计BOM更

加细化,反映零部件的中间状态.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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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形式的BOM：

➢ 设计BOM :

8.2 MRP的基本原理



26

8.2 MRP的基本原理

⚫ 两种形式的BOM：

➢ 制造B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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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BOM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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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状态文件

➢ 库存状态文件的数据由两部分组成：

✓ 静态数据，在运行MRP之前就确定的数据；

✓ 动态数据，在MRP运行时，不断变更。

物料号 描述

现有量：
最小订货量：

最大订货量： 安全库存：
定货地址： 提前期：

周次 1 2 3 4 5 6 7 8

日期

总需求量

预计到货

现有数

净需求

计划接受订货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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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状态文件

部件C

LT=2周

周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需要量

预计到货量

现有数 20

净需要量

计划发出订货量

20

400

420 420 420

300

120 120

180

120

300

－180

180

300

－180

300

－480

300

➢ 总需要量：是由上层元件的计划发出订货量决定的。

➢ 预计到货量：指在将来某个时间段某项目的入库量。它来源于正在执行中的采购订单或

生产订单。

➢ 现有数（现有库存）: 为相应时间的当前库存量，它是仓库中实际存放的可用库存量。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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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状态文件

部件C

LT=2周

周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需要量

预计到货量

现有数 20

净需要量

计划发出订货量

20

400

420 420 420

300

120 120

180

120

300

－180

180

300

－180

300

－480

300

➢ 已分配量：指已经分配给某使用者，但还没有从仓库中领走的物料数量。尽管这些物料在

仓库中放着，但不能使用。

➢ 净需要量： 当现有数和预计到货量不能满足总需要量时，就会产产生净需要量。

➢ 计划发出订货量：为保证对零部件的需求而必须投入生产的物料数量。

8.2 MRP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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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的处理逻辑

⚫ MRP的运算流程

准备MRP处理所需的

各种输入，将MPS作为

确认的生产订单下达传

给MRP，然后根据产品

的BOM，从第一层项目

起，逐层处理各个项目

直至最低层处理完毕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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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的处理逻辑

➢ 低层码

物料在产品结构中处于多个层次时，对物料需求的计算需要考虑低层码。

0层

1层

2层

X

B(1) C D(2)

B(3) F

✓ 如果层次码 < 低层码，各种最终产品对物料的毛需求汇总并保存；

✓ 如果层次码＝低层码，毛需求汇总，然后求净需求，并求计划产出量

⚫ MRP的运算流程

同一零件集中表示在他们的最底层次上，即采用低层码

✓ 一个物品只能有一个MRP低层码,当一个物品在多个产品中所处的产品结构层次不同，
则取处在最低层的层级码作为该物品的低层码，也即取数字最大的层级码。

https://baike.baidu.com/item/M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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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的处理逻辑

1、计算总需求量 (毛需求)

总需要量 = 父项计划发出订货量× BOM表中的单位需求量

2、计算现有数（预计可用库存量）

某时段期末库存量=前期可用库存量＋本时段的计划接收量－本期毛需求

3、计算净需求

净需求=本期毛需求－前期可用库存量－本时段的计划接收量＋安全库存

4、计算计划产出量

需求不能满足时，根据批量原则计算得到的供应数量;安排产品什么时候生产完。

5、计算计划投入量

根据计划产出量、提前期和合格率计算的投入数量;安排产品什么时候开始生产；

⚫ MRP的运算流程



34

MRP的处理逻辑



第
二
层

第
一
层

B(1) C (1)

B(3)

D(2)

X[1]

X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时 段 1 2 3 4 5 6 7 8 9

毛需求 10

现有库存 10 10 10 10 10 0 0 0 0

计划产出量 0

计划投入量 0

B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10

时 段 1 2 3 4 5 6 7 8 9

计划产出量 10

计划投入量 10

时 段 1 2 3 4 5 6 7 8 9

毛需求 20

计划产出量 20

计划投入量 20

D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时 段 1 2 3 4 5 6 7 8 9

毛需求 60

现有库存 0 0 0 0 0

计划产出量 60

计划投入量 60

B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10

MPS

MRP

MRP 库存的使用要
优先满足层次
低的物料需求

低层码问题



第
二
层

第
一
层

B(1) C (1)

B(3)

D(2)

X[1]

X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时 段 1 2 3 4 5 6 7 8 9

毛需求 10

B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10

时 段 1 2 3 4 5 6 7 8 9

计划产出量 10

计划产出量 10

时 段 1 2 3 4 5 6 7 8 9

毛需求 20

计划产出量 20

计划投入量 20

D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时 段 1 2 3 4 5 6 7 8 9

毛需求 60 10

现有库存 10 10 10 10 0 0

计划产出量 50 10

计划投入量 50 10

B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10

MPS

MRP

MRP

层级码小于低层码时，
将毛需求结果暂存。

层级码等于低
层码时，取出
毛需求结果。

正确求解方法

低层码问题



B(1) C

B(3)

D(2)

X[1]

F(3)

B(1) U

H(3)

E(2)

Y[1]

F(3)

X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时 段 4 5 6 7 8 9

计划产出量 10

计划投入量 10

Y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时 段 4 5 6 7 8 9

计划产出量 5 10

计划投入量 5 10

M
P

S

时 段 4 5 6 7 8 9

毛需求 10

时 段 4 5 6 7 8 9

毛需求 5 10

M
R

P

时 段 4 5 6 7 8 9

毛需求汇总 5 20
M

R
P

层次码等于低层码，
将对物料的毛需求汇

总并暂存。

低层码问题



取出暂存的毛需求汇总数据

B(1) C

B(3)

D(2)

X[1]

F(3)

B(1) C

H(3)

E(2)

Y[1]

F(3)

X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时 段 4 5 6 7 8 9

计划产出量 10

计划投入量 10

Y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时 段 4 5 6 7 8 9

计划产出量 5 10

计划投入量 5 10

M
P

S

MRP

时 段 4 5 6 7 8 9

毛需求 5 60 20

现有库存 5 0 0

计划产出量 55 20

计划投入量 55 20

时 段 4 5 6 7 8 9

毛需求 20

计划产出量 20

计划投入量 20

时 段 4 5 6 7 8 9

毛需求 60

MRP

D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0

B 提前期=1批量=1现有量=10

时 段 4 5 6 7 8 9

毛需求汇总 5 20

低层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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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 MRP计算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提前期

➢ 批量

➢ 安全库存

➢ 时间参数（工时定额、加工时间、准备时间）

➢ 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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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提前期

➢ Lead Time 

➢ 以交货或完工日期为基准，倒推到加工或采购开始日期的这段时间。

⚫ 几种提前期

➢ 采购提前期：是采购定单下达到物料验收入库的全部时间。

➢ 生产准备提前期：是从生产计划开始到生产准备完成（可以投入生产）。

➢ 生产加工提前期：生产加工投入开始（生产准备完成）至生产完工入库的全部时间。

➢ 装配提前期：装配投入开始至装配完工的全部时间。

➢ 累计提前期：是采购、加工、装配提前期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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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期

交货日期产品开始
装配日期

产品
装配提前期

自制半成品

外购件

外购件

机加工提前期原材料

自制件开始
机加工日期

采购开始日期

材料采购提前期

外购件采购提前期

外购件采购提前期

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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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时定额

➢ 单件产品的额定加工时间；

➢ 工时定额=准备时间＋加工时间

准备时间 加工时间 加工时间等待时间 传送时间 排队时间 准备时间

工序X 工序Y工序间隔时间

能力 提前期

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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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

为了节省订货费用与生产费用，建立经济的生产批量或订货批量。

➢ 加工批量

✓ 是一个综合各种因素后，比较经济的最少零件加工个数。

✓ 从资源角度看涉及两个时间：生产准备时间和加工时间。

✓ 加工批量大生产相对准备时间少，产出多；

✓ 对于瓶颈资源大批量是可取的，对于非瓶颈资源小批量合适，可以降

低在制品库存。

➢ 转运批量

✓ 是加工批量在工序之间传递的量。

✓ 转运批量只能小于或等于加工批量。

➢ 调整优化批量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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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规则

➢ 逐批订货批量法（Lot-for-Lot）

➢ 固定批量法

➢ 固定周期批量法

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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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规则

➢ 逐批订货批量法（Lot-for-Lot）

✓ 净需要量是多少，批量就取多少，完全按照物料的净需求决定订货量。

✓ 优点：简单易用，可避免投入过多而引起的在制品积压。

✓ 缺点：加工或采购次数多，不便于组织生产。

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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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规则

➢ 固定批量法

✓ 每次的订货间隔期不同，但订货量固定不变。

✓ 通常适用于那些订货量受生产条件限制及运输或包装限制的物料。

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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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规则

➢ 固定周期批量法

✓ 以固定的时间间隔，以物料的净需求量为依据计算出的订货批量。

✓ 批量大小随物料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订货间隔期根据经验设定。

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周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净需求量 15 25 35 10 15 15 25

预计入库量 40 45 55

固定周期批量法举例

时间间隔2周，每3周发出一个订单，订单批量等于3周内净需求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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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库存

➢ 设置安全库存是为了应付不确定性，防止生产过程产生缺料现象，避免造

成生产或供应中断。

➢ 尽管MRP处理的是相关需求，仍有不确定性。如不合格品，外构件交货延

迟，设备故障等。

➢ 一般对产品结构中最低层元件或原材料设置安全库存才是必要的，而不必

对其他层次元件设置安全库存，这可减少在制品占用，降低生产费用。

➢ 安全库存的引入将对净需要量产生影响。

8.3 MRP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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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RPII与ERP

⚫ MRP 的能力平衡问题：

➢ MRP是基于无限能力倒排的物料需求计划，忽略了生产能力问题，这

种计划不能真实的指导生产。

⚫解决办法：

➢ 根据物料需求计划制定能力需求计划(CRP) ，进行能力与负荷的平衡分

析，并据此调整物料需求计划，使物料需求计划与生产能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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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RPII与ERP

⚫ 能力需求计划

➢ 主要任务：

✓ 将物料需求计划转化为对车间的设备、人力等资源的能力需求；

✓ 按照时段和设备组对所需能力进行汇总；（现有能力汇总）

✓ 用能力需求报告或负荷图检查能力与负荷之间的差异；（寻找能力差异）

✓ 提供解决能力与负荷之间差异的措施。（提出平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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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RPII与ERP

⚫ 能力需求计划

➢ 输入信息：

✓ 物料需求计划

✓ 工艺信息

✓ 设备工时

✓ 外协能力

✓ 工作日历

⚫ 输出信息：

✓ 工作地或设备组的负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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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环MRP

8.4 MRPII与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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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资源计划（Manufacturing Resource Planning，MRPⅡ）

➢ MRPⅡ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是一种资源协调系统，代表了一

种新的生产管理思想。

➢ MRPⅡ通过物流与资金流的信息集成，将生产系统与财务系统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个集成营销、生产、采购和财务等职能的生产经营管理信息系统。

➢ 它是企业级的集成系统，它包括整个生产经营活动：销售、生产、生产作

业计划与控制、库存、采购供应、财务会计、工程管理等。

8.4 MRPII与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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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 核心

实现财务集成，解决“财务数据与生产数据总是对不上”的问题。

➢ 范围

一切制造资源，包括人工、物料、设备、能源、市场、资金、技术、空间、

时间等，都被考虑进来。

➢ 基本思想

基于企业经营目标制定生产计划，围绕物料转化组织制造资源，实现按需

要按时进行生产。

8.4 MRPII与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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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Ⅱ

8.4 MRPII与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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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PⅡ的集成特性

➢ MRPⅡ实现了物流与资金流的信息集成。

✓ 产品成本累加

✓ 物料与资金的动态集成

➢ MRPⅡ统一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 营销部门

✓ 生产部门

✓ 采购部门

✓ 财务部门

✓ 技术部门

8.4 MRPII与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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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

➢ ERP是Garter Group Inc.于1990年初提出，从MRPⅡ发展而来

⚫ ERP对MRPⅡ 的扩展：

➢ 横向的扩展：功能范围的增加，从供应链上游

的供应商到下游的客户关系管理；

➢ 纵向的扩展：从底层数据处理到高层决策支持；

➢ 行业的扩展：从传统的制造业为主到面向所有

行业。

8.4 MRPII与E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