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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间协作日益紧密 , 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一种体现 ,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选择最佳的零部件外协方

式 , 或使自身成为优秀的零部件供应商 , 已成为一种趋势。产品协同开发链技术为企业实施产品协同开发提供了一个有

效平台和方法。给出了产品协同开发链的定义、特点 , 并结合制造企业产品研发特点 , 提出了基于平台理论的产品协同

开发链实施框架。

关键词 : 协同开发; 产品平台 ; 制造企业

中图分类号 : F406.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1- 7348( 2006) 04- 0133- 03

侯 亮, 韩东辉, 林祖胜

( 厦门大学 机电工程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制造企业产品协同开发链

及其实施框架研究

0 前言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 供应链管理受到

广泛重视, 但它关注的重心是优化物流管理,

而如何处理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产品

开发合作关系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

根据成本沉淀理论, 产品在制造之前, 就已经

包 含 了 几 乎 80%的 成 本 [1], 所 以 无 论 企 业 的

ERP 和 SCM 工作得多么有效, 这些基于事务

的应用只是有助于节约剩余的 20%的成本。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越早让供应商参与其中 ,

整个项目节省的资金就越多。近些年来 , 这

一观点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如 : LaBahn
[1]、Dowlatshahi[2]等学者 研 究 了 影 响 供 应 商 早

期介入新产品开发积极性的因素 , 并发现制

造企业越是依赖于供应商 , 供应商就越有兴

趣介入新产品开发 , 认为供应商早期介入产

品开发是一种“将供应商能力融入产品开发

企业供应链系统的有效方法”。制造商与供

应 商 之 间 的 关 系 已 不 仅 局 限 于 面 向 制 造 的

物流层次的合作关系 , 而是向着产品研发等

更为深层的紧密合作发展。

基于此背景 , 产品协同开发链的研究逐

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 如 Twigg[3]通过研究产品

制 造 商 与 其 零 部 件 供 应 商 以 及 客 户 之 间 的

供需关系 , 提出了一些管理产品开发的原则

和 机 制 ; 而 Peter O,Grady[4]则 研 究 了 面 向 协

同开发的项目设计任务的分解、分配方法和

手段。这些研究分别从参与者和涉及活动等

不 同 角 度 对 跨 企 业 的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管 理 进

行了研究 , 而目前关于产品协同开发链并未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和论述 , 对于产品协

同 开 发 链 的 系 统 化 战 略 构 建 和 实 施 框 架 也

没有全面的研究和论述。本文首先定义了产

品协同开发链的概念 , 然后提出了一种基于

平 台 理 论 与 技 术 构 建 企 业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链

系统的方法。

1 制造企业的产品协同开发链

所 谓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链 , 是 在 吸 收 供 应

链 、项 目 管 理 、客 户 关 系 管 理 以 及 大 规 模 定

制、敏捷制造、并行工程等现代管理和设计、

制造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 , 结合企业经营战

略、产品战略 , 通过对企业自身以及供应商、

客户和相关协作开发组织等资源、能力进行

综合分析、评价 , 进而整合、规划与配置符合

企 业 发 展 、适 合 产 品 研 发 的 资 源 平 台 ; 以 及

基于此平台按照一定的组织协调、信息流通

的 机 制 和 方 法 实 施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项 目 的 系

统理论和方法。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链 主 要 由 制 造 商 以 及 与

其相关的一系列零部件供应商、客户和其他

协作者等组成 , 这些组织是企业根据自身产

品战略等按照一定的规则选择和规划的 , 其

内部各层次、组织之间的接口关系是在一定

的软硬件平台基础上实现的。基于此网络 ,

在一个具体的产品开发项目内 , 客户需求被

传递到制造商再到零部件供应商系统 , 并由

其开发零部件以装配、配置提供给客户。在

这 一 过 程 中 , 围 绕 产 品 开 发 , 使 设 计 信 息 以

一 定 的 方 法 通 过 所 构 建 的 资 源 平 台 在 经 过

优化的链结构中顺利流动 , 并通过一定的机

制协调系统内开发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 示 , 在 实 际 过 程 中 , 由 于 供 应 商 之 间 呈 网

状结构会使产品开发链非常复杂 , 其层次可

以有一 级 、二 级 、三 级 、甚 至 四 级 、五 级 供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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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这些供应商之间不仅仅是相互协作的关

系 , 也可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因此 , 在一个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链 内 的 协 同 设 计 以 一 种 动 态

的方式运行 , 其中产品制造商和他们的供应

商协作解决产品的开发设计问题。产品、组

织 ( 或 成 员 ) 和 过 程 是 协 同 开 发 链 内 的 关 键

要素。其中产品是协同开发链构建和实施的

核心 ; 组织成员是协同开发链实施和协调的

对象 ; 而过程则是协同开发链运行关注的重

点 , 信息的流通与协调机制的实施都是基于

过程活动予以实现的。

基于上述定义和分析 , 可以总结出产品

协同开发链的基本特点 :

( 1) 基 于 企 业 战 略 进 行 产 品 技 术 、制 造

资 源 最 优 配 置 。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链 与 经 营 战

略、产品战略、产品平台密切相关 , 以此为基

础进行供应商、客户等资源的规划和配置 ,

其 目 的 是 通 过 构 建 面 向 产 品 战 略 的 企 业 资

源平台 , 以保证具体产品研发项目的顺利进

行以及生产、经营的效益最优化。

( 2) 关注供应商等外部资源的有效参与。

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协作者有效参与产品

规划和开发过程 , 以提高产品开发综合能力

是协同开发链关注的核心。因此 , 什么样的

客户、供应商 , 何时、以何种方式参与产品开

发 , 是协同开发链项目实施关注的重点。

( 3) 关注过程协调与信息流通。基于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链 的 产 品 开 发 过 程 主 要 研 究 相

关企业、人员在开发时间和企业资源的约束

下 , 通过交互、通讯、协作、协调和谈判 , 共同

完成产品的开发任务的理论和实施方法 , 在

协同设计过程中既有技术问题 , 又有组织管

理问题 , 信息流通与协调机制的建立是保证

协同开发链项目实施绩效的关键。

2 基于平台的企业产品协同开发链

实施框架

2.1 产 品 平

台———企 业 研

发 资 源 规 划 的

核心

企 业 的 产

品 平 台 一 般 理

解 为 一 组 产 品

所 共 享 的 设 计

与 零 部 件 的 集

合。从设计学角

度 讲 , 产 品 平 台

是模块族及其相关技术的集合 , 是实现产品

族 的 基 础 ; 从 产 品 研 发 管 理 的 角 度 看 , 产 品

平台是企业产品战略的具体体现 , 而企业产

品 战 略 则 是 由 企 业 资 源 和 市 场 需 求 所 决 定

的 , 因 此 , 企 业 产 品 平 台 也 是 企 业 内 外 资 源

整合与市场需求作用的结果。围绕产品平台

的构建和实施 , 近年来提出了许多理论和方

法 , 如 Meyer[5]提出了 4 种产品平台能力基础

的理论 , 以及平台方法对核心能力与市场的

整合方法。王毅 , 陈劲等[6]提出了基于产品平

台的 4 种产品系列扩展方法。苏敬勤 [7]将产

品 平 台 概 念 推 广 至 技 术 领 域 并 提 出 技 术 平

台的概念。上述研究为产品平台开发和实施

提 供 了 强 有 力 的 理 论 指 导 和 实 施 方 法 。 然

而 , 相关研究对平台的关注多集中于企业内

部 资 源 的 规 划 , 并 未 综 合 运 用 企 业 内 、外 资

源进行平台的规划和应用。

产 品 平 台 对 制 造 企 业 与 其 供 应 商 的 关

系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 产品平台的开发

意味着同种零部件生产的批量加大 , 以提供

大规模低成本的经济效益 , 这最终将导致供

应 商 数

量 的 减

少 ; 另

一 方

面 , 当

产 品 开

发 模 型

从 “ 制

造 一 个

产 品 并

不 断 修

改 之 ”

的 传 统

产 品 系

列 化 模

式 转 变 为“提 前 准 备 并 进 行 制 造 ”的 面 向 大

规模定制化的产品系列化模式 , 对于供应商

来 讲 , 将 被 迫 准 备 并 评 估 其 所 生 产 的 零 部

件 , 零部件将会逐渐实现标准化。产品平台

的规划和更替不但是企业自身资源、能力的

体现和发展 , 而且影响着其供应商等外部资

源的整合、规划模式。同时 , 供应商等企业外

部 资 源 也 对 产 品 平 台 的 构 建 和 发 展 产 生 影

响。模块系统作为产品平台体系的核心 , 它

的规划不但要考虑当前企业技术水平、市场

需求等等因素 , 还要考虑从供应链等外部研

发 资 源 的 角 度 对 模 块 进 行 分 级 、分 类 , 使 模

块系统不但能够体现企业核心技术能力 , 而

且能够体现零部件企业供应体系的能力。如

根 据 产 品 开 发 过 程 中 供 应 商 所 拥 有 的 零 部

件 设 计 权 限 , 可 将 零 部 件 供 应 商 分 为“受 控

产品”供应商、“黑箱产品”供应商以及“全权

产 品 ”供 应 商 , 不 同 类 型 的 模 块 由 不 同 类 型

的供应商提供设计或制造。随着供应商对所

供应模块职责的增加 , 将有利于充分吸收供

应商能力以发展模块系统和产品平台。

因此 , 实施产品协同开发链需要在企业

产 品 战 略 、市 场 调 研 指 导 下 , 基 于 企 业 内 部

资 源 、客 户 、供 应 商 和 其 他 协 作 者 的 资 源 整

合、规划 , 构建企业最优的产品平台。

2.2 基于产品平台的协同开发链实施框架

图 2 为 本 文 提 出 的 一 种 基 于 产 品 平 台

的协同开发链系统构建与实施方法 , 主要分

为 4 个阶段 , 首先是企业资源与需求分析 ,

通 过 市 场 需 求 调 研 和 分 析 以 及 企 业 内 外 资

源 的 分 析 , 明 确 企 业 产 品 战 略 ; 第 二 步 根 据

企业内外资源情况构建企业产品平台 ; 第三

图 1 产品协同开发链系统组织与实施结构

供应链资源市场需求

企业内部产品战略, 产品模块化, 标准化, ⋯;
市场调研, 产品需求、批量和品种分析

阶段 1: 资源

与需求分析

图 2 基于平台的产品协同开发链系统实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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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rchitecture of Product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Chains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among enterprises is closer, and become a reflection of the enterprise!s core com-

petitive power. During the procedure of product development, choosing the optimum strategy of parts! external-

cooperation system, or taking the enterprise itself as excellent parts/components supplier is getting to a trend.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chains (CPDC) provides an effective platform and method to this product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chains (CPDC)

are given. The architecture of CPDC based on platform theory is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develop-

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Key words: product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product platform;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步 则 是 基 于 产 品 平 台 构 建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链

系统。构建产品协同开发的资源平台 , 完成

企 业 内 部 资 源 与 供 应 商 等 外 部 资 源 的 规 划

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最后是基于协同开发链

组织、实施协同开发项目。系统分析和平台

构 建 阶 段 侧 重 于 从 技 术 角 度 为 产 品 协 同 开

发链的规划提供依据和路径 , 系统构建和实

施 阶 段 则 是 侧 重 于 组 织 管 理 机 制 以 实 现 系

统顺利运行和实施。

产品协同开发链构建的基本任务包含 3

个方面的内容 :

( 1) 资源平台的建立。即基于产品平台

完 成 企 业 协 同 开 发 链 内 的 各 种 组 织 资 源 的

分类和规划 , 完成资源数据库的构建。

( 2) 协同设计平台环境的建立。围绕产

品进行模块族的建模、产品建模 , CAD/CAM

等 各 种 相 关 设 计 标 准 的 建 立 以 及 各 种 协 同

开发的软硬件工具的建立 , 譬如系统内部的

制 造 商 和 供 应 商 之 间 应 该 遵 循 同 一 数 据 格

式 , 以保证协同设计信息数据能够顺利在协

作者之间交流。

( 3) 协调机制的建立。协同开发项目的

实 施 需 要 在 一 定 的 机 制 下 协 调 项 目 过 程 内

的 各 种 活 动 、组 织 和 任 务 之 间 的 关 系 , 以 保

证项目顺利进行。

2.3 面向协同开发的产品平台的选择

产品平台作为协同开发链的核心平台 ,

主要由 3 种因素决定其建立的模式和方法 :

( 1) 产品战略描述的是企业产品应达到

的目标 , 是企业进一步实施产品平台的基础

之 一 , 它 指 明 了 企 业 产 品 研 发 的 方 向 , 产 品

基 本 构 架 的 组 成 和 模 块 化 是 实 施 产 品 战 略

的重要手段之一。

( 2) 进一步结合市场需求调研, 预测一定

时期内的产品需求、品种和批量等基本条件。

( 3) 基于 产 品 结 构 、市 场 需

求等约束, 并考虑客户、供应商、

企业及其它协作单位 的 具 体 情

况, 最终可以确定企业一定发展

周期内的产品平台结构。

图 3 列举 了 几 种 常 用 的 产

品 平 台 结 构 的 模 块 化 模 式 , 如

部 件 互 换 /共 享 模 块 化 平 台 , 混

合/总线模块化平台以及组合模

块化平台。由于不同 模 块 化 模

式中组成产品的模块类型、结构等的差异 ,

将造成不同的产品开发和生产模式。譬如对

于 标 准 化 、通 用 化 的 零 部 件 及 模 块 , 制 造 企

业需要组织效能型的供应模式 , 在生产方式

上可侧重于采用“推式”生产方式 , 通过规模

经济降低库存水平和系统成本 ; 而定制化、

客户化的零部件或模块的需求是随机的、不

确定的 , 生产系统必须具备柔性生产和能对

市场用户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 企业可设计

反 应 型 的 供 应 模 式 , 即 需 求“拉 式 ”生 产 方

式。从图 3 可以看出 , 随着产品平台中定制

化模块族的增加 , 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

将越来越紧密。

3 结论

本 文 系 统 讨 论 了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链 的 概

念 、特 点 及 研 究 现 状 , 并 提 出 了 基 于 平 台 构

建制造企业产品开发链系统的框架 , 为产品

协同开发链的研究和实施奠定了基础。产品

协 同 开 发 链 组 织 协 调 机 制 的 建 立 以 及 实 施

产 品 协 同 开 发 项 目 的 具 体 技 术 将 是 下 一 步

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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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模块化的产品平台与外协资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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