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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資料分析來說，個人覺得對於每一個行業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也確實能帶來實際效果，比如說利用資料分析做會
員的細分以進行精准化行銷。利用CRM系統來管理會員的生命週期，提高會員的忠誠度，避免會員流失，利用會員
的購買資料，挖掘會員的潛在需求等。但是公司一開始也是沒有資料系統的，資料模型建立起來步履維艱，下面分享
一點我的經驗：

1. 行業的大數據架構
最開始進公司的時候是在運營部，主要是負責運營報表
的資料，當時的系統還很差，提取資料很困難，做報表也很難，都是東拼西湊一些資料，然後做成簡報，記得當時主
要的資料就是銷售額、庫存、產量等一些特別基礎的資料，然後用這些資料作出一些圖表來。後來公司導入了FineR
eport，採用一站式大數據分析
產品及解決方案，帆軟自主研發的高能資料引擎可支撐各類資料來源，打通企業各業務系統的資料孤島，這才開始建
立起了資料分析平臺。提取、處理資料非常方便了，而且維度也多，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隨意的組合分析，最終還可
進行資料的採集上報、流程審批、報表分享、排程發佈等。

從底層支援、框架後臺、資料層，邏輯設計蹭，邏輯處理層到最終的展現，依靠FineReport建立了完整的行業大數據
技術應用架構，如下圖：

2. 模型的建立

1. 領導儀錶板

以前的時候，各經營業務關鍵指標分散在各業務系統，管理者想查看瞭解比較麻煩，而且傳統資料統計採用人工核算
、彙報的方式，回饋滯後，沒有時效性。

因此，通過FineReport設計好的管理儀錶板，將一些關鍵指標展示出來放到系統主頁或者顯眼的位置，提供給總裁、
高層領導或者綜合業務管理者進行核心指標總覽，比如：

透過客戶、品牌結構和銷售趨勢分析，瞭解公司產品的優劣勢，針對實際情況制定經營戰略
庫存結構和庫存周轉情況展示了庫存的狀態，庫存周轉率越高說明倉庫使用率越高、價值越大

透過綜合資料的展示，整體把握公司營運狀況：

管理者輸出管理壓力，公司整體情況一覽無餘，同時對於下層執行者也起到一定的監督威懾作用
有問題及時暴露、及時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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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重複核算和彙報的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

2. 產品銷售分析&預警分析

有時候，公司會遇到區域銷售情況、客戶產品結構、門店銷售狀態不清晰，企業戰略制定和資源配置不合理，各產品
單品銷售情況不清晰的問題。

此時，我們會通過區域地圖展示產品各區域銷售情況，同時對各單品在門店的銷售表現透過顏色、警戒線等進行預警
分析。

銷售資料的綜合分析展示，為企業戰略制定、資源配置、產品生產行銷計畫制定等專案提供資料參考和支撐。
關鍵場景：

透過對全國各區域銷售情況分析，對於強勢區域、發展趨勢明顯的區域或者重點目的地區域給予資源傾斜
門店預警分析，參考銷售比較好的門店給銷售一般的門店提供參考的銷售方案
根據各單品的銷售情況，安排生產計畫和行銷活動，增補庫存或者去庫存

3. 生產庫存分析

生產公司最關心的，是一張即時的庫存狀態表，庫存狀態表涵蓋了庫存資料、銷售資料、銷售計畫，對這部分資料根
據業務邏輯進行處理，得出庫存可發天數、待檢可發天數兩個重要指標。以往業務人員需要從銷售公司拿到銷售計畫
資料，並從ERP中匯出銷售、庫存資料，將這零散的多張Excel表手工匯總、整合，最終依據業務邏輯進行資料間的
計算。一套操作流程往往需要花費3個業務人員1.5-2天，導致計畫的實效性大打折扣。以往通常一周左右做一次，在
庫存單位反應某項產品較少，市場又需要時，採取緊急生產措施。

即時或者定期對庫存、產量資料監控分析，對於異常指標及時提醒，並提出針對性的解決辦法，規避不必要的風險。
關鍵場景：

監控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庫存情況，保證生產工作正常進行，對於呆滯的產品及時清庫存
BI系統在每日淩晨收集銷售、庫存資料，並進行相關邏輯的演算，得出庫存量統計表，並做出產量、庫存趨
勢分析
報表平均查詢時間提升到1min鐘以內，給生產計畫提供了一個準確的、即時的制定依據，從而很大程度上貼
合市場對產品的需求

應用場景：庫存預警

場景分析：
生產公司根據現有庫存狀態，待檢狀態，銷售計畫及即時銷售，計算出產品可發天數，對可發情況緊急的產品進行紅
色報警，對庫存情況良好的產品綠色標識。根據庫存表的紅、綠、白燈，生產公司可適應市場需求制定出高效的生產
計畫，降低庫存緊張帶來的市場遲滯。

4. 品質趨勢分析

沒有體系化的生產品質分析方案，以上問題會給企業增加很多不必要的成本，比如：

各分公司採購金額不統一、不透明財務管理混亂，生產隨機性比較大，沒有參考資料對比分析和計畫。合格率不準確
、無監督，工廠不合格品數量不斷增多，很容易導致一大批次出現問題，甚至導致整個產品線返工。對客戶、對企業
自身造成極大惡劣影響。

                                2 / 3



MEPO Forum / 程式設計
教你學會建立一個行業的分析模型

這個時候可以通過圖表的形式將生產和品質管制相關的指標資料直觀的展示出來，對歷史資料做了分析和經驗總結，
制定出檢驗標準：連續幾條品質監測出現問題即為異常。依託行動端報表，及時將異常生產資訊和異常產品編碼推送
到一線生產人員。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錯，確保產品品質合格，保證連續生產。
關鍵場景：
品質監控戰情室

領導層以及質管負責人需要對重要指標全面監控，提供監控大屏/駕駛艙（PC和手機端），隨時隨地的全域掌控生產
品質情況。駕駛艙頁面可包含指標如下：
一次合格率趨勢，主營產品或關鍵產品合格率監控
報廢率/報廢面積
入庫或出貨批合格率
停線、返工、重大異常等
關鍵指標達成率或進度監控

品質分析報表

針對QE、資料分析師等，製作對應指標的分析報表，輔助其日常工作決策，提高工作效率，及時發現問題。時間趨
勢對比分析，按照年月日、同比、環比進行對比分析，針對異常趨勢及時作出預警和提出預防手段。

多維鑽取聯動分析，針對一個或多個指標按照多個分析維度進行鑽取或聯動分析，自上而下逐層細化，將品質問題逐
本溯源，進行針對性的改善。

排名分析，工廠、班組長KPI排名，7S排名，結合激勵制度，形成良性的競爭循環體系。

查詢報表，針對基本的品質業務人員，如檢驗員、品質技術員，開放相應業務模組的查詢報表，提高其工作效率。

寫到這裡基本上寫的差不多，通過總結才發覺自己原來很是知道的很少，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比如說數學建模
方面的知識不夠，統計學軟體使用不夠好，業務瞭解的不夠深入，對整個生產製造行業的發展把握不清晰，這些都是
需要以後加強的地方。

FineReport10.0提供最全永久免費功能版本，不用等待，直接點擊以下按鈕激活&下載！
免費下載FineReport10.0
獲得帆軟最新動態：數據分析，報表實例，專業的人都在這裡！加入FineReport臉書粉絲團！

相關文章：

【值得收藏】數據分析師必備的分析思維方法，你知道多少？

終於感受到與Excel、Python不同的數據分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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