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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是计划的前奏，预测是基于现状对未来的判断以及期许。

• 在制定计划之前，要对将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存在的状况进行预测。怎样预测以及预测的精度如何，
则是另一个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定形式的预测，就无法进行后续工作。

• 为什么要做预测？情况与原因多多，但是在制定满足未来需求的计划时，一定必不可少。多数企业
不可能在实际接到订单之后再计划生产什么。客户通常要求在适当的时候交货，企业必须能够预测

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未来需求，并制定产能和资源计划来满足客户需求。标准产品生产企业必须有

能够立即销售的适当产品，或者至少有现成的物料和零部件以缩短交货时间。按订单生产型企业直

到接到客户订单时才能开始生产，但是必须有可用的人力和设备资源可以满足这些订单的交付。

• 影响产品和服务的因素多种多样，虽然不能确定所有的因素及其影响，但总是能抽取一些关键因素：

总的业务情况和经济情况

竞争因素

市场趋势，如需求的变化

企业自身的广告、促销、定位和产品变更计划

1、需求预测定义



• 预测的意义在于--要做什么！

• 战略业务计划、生产计划、主生产计划都是源于预测。当然不同的阶段预测的目的、计划期和
详细程序相差很大。

• 战略业务计划关注整体市场及未来2-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走向，目的是为长周期变化的事

物提供支持—对生产而言，战略业务计划应该为资源计划提供充足的时间(工厂扩建、资产设

备采购、长周期物料准备…)—预测的详细程度不高，通常用销售量、金额、总产能表示，一

般每季度或每年对预测和计划进行一次审核/调整。

• 生产计划(综合计划)关注的是未来3年的生产活动，目的是确定生产计划所需的资源/项目(预

算、人工计划、长周期物料提前期、总库存水平…)—预测针对产品群或产品族进行而非具体

的产品。通常是每个月对预测和计划进行一次审核/调整。

• 主生产计划关注现在至未来几个月的生产活动，目的是确定/保障单个产品的服务水平(如库存

水平[原材料、零部件]、人员/技能准备…)。一般是每周对预测和计划进行审核/调整。

2、需求预测的意义



• 不是为了给出准确的数据，而是以预测为基础，进行有效的资源调配和人员技能准备/储备；

3、预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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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市场、销售活动影响和形成需求；（市场管理）

• 2、通过预测、客户订单识别需求；（需求计划）

• 3、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理解和支持客户需求；（客户关系管理）

1、需求管理流程

质量：对产
品和服务的
感知

市场管理
需求计划

客户关系管理



2、市场管理和市场组合

市场策略 市场管理
市场定位和区隔

市场细分定位

竞标和夺标的产品营销组合的决定

潜在竞标和夺标的产品

产品Product
价格Price
推广Promotion
渠道Place

您想在什么地
方贡献您的智
慧(知识、技
能、经验)

你用什么方式获得
机会/客户/成功

优势的产品和
服务



• 通过交流确认信息、明晰需求、协助设计实现的措施帮助客户获得更好的商业效果：

• 设计帮助：在设计新产品或者改善现有产品的时候提供帮助；

• 确定客户需求：评估客户的业务和创造产品的提议；

• 信息与沟通：收集与分析客户数据以支持市场营销、 销售和客户服务；

3、客户关系管理(CRM)



• 在运营效率和客户服务方面，CRM起到重要的作用：

• 快速和准确的订单录入和跟踪

• 满足承诺的交期和数量

• 处理客户的需求、服务投诉、退货和维修

• 准确及时的发运文档、发票和销售历史的记录

4、订单管理



• 可以通过对“预测、管理订单”来识别客户需求：

预测

管理订单

1、内部客户

2、外部客户

• 营销部门的重心是满足顾客要求，而生产部门必须通过物料管理提供资源。这两个部门的计划
协调， 即是需求计划。（需求管理）

5、需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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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通常是指对某产品的需要； 销售通常是指通过X卖掉的产品或服务；

• 在讨论预测原则与方法之前，先了解需求特征，因为需求将影响预测及所使用的具体方法。

• 静态和动态的概念是相对的。

• 一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曲线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另一些则不变。保持大致相同形状的叫做
静态需求，相的的则叫动态需求。

• 动态变化可能影响趋势，季节性或实际需求的随机性，需求越稳定预测越简单。

1、静态需求与动态需求



• 1、独立需求与相关需求

• 独立需求:独立存在的，客户最终需要与其他产品/服务无关的需求—通常是为客户对“产品与

服务”的需求(外界或消费者对制成品或最终产品之市场需求)。独立需求与其他零部件、产品

需求无关，所以，独立需求通常是预测值。

• 相关需求:从独立需求而产生的需求--在制造业，通常是指因物料结构关系而形成的对应物料

(部品部件、原物料、辅助料…)需求

• 2、需求的4种特征

1、趋势：市场运动的方向,趋势的类型有主要趋势、次要趋势和短暂趋势三种,说趋势，一定有周期与

参照物，且趋势永远顺着市场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

2、季节性：通常认为每看都发生，基于是每天、每周，这种情况可能是节假日、天气、季节性发生的

事件引起

3、随机变化：酒徒--有很多因素影响需求的某些时点或时期，且这些因素是随机发生的。变化可以很

少或很大。

4、周期：在几年或更多时间一上，经济的上升或下降都会影响需求。

2、需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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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有4个主要特征或称原则：

1、预测通常会出错：错误不可避免，应有必要准备--预测是试图窥知未知的将来，不准是正

常的，准才会不正常。

2、预测都应包含误差估计：预测的误差通常表达为值的正负百分比、最大最小值、正负数。

误差的估计可以通过研究平均需求的可变性，用统计方法得到。

3、对产品组或产品族的预测更准确(大约的近似好过精准的滞后)：产品组中，单个的行为是

随机的，但群体的行为相对稳定，即对大批产品的预测比对单个产品的预测更好

对生产计划而言，产品组或产品族建立在过程和使用设备的相似性上。如对柔性板、硬板、

软硬结合板…的预测比对ABC型号板的预测更有效。

4、时间越近，预测越准确：近斯的不确定性要小于远期。大多数人对预测下周做什么比预测

一年之内要做些什么要更有信心/更有效

1、预测原则



• 一、数据收集的步骤/要求

1、采用同样的术语记录数据

2、记录与数据相关的情况

3、分别记录不同群体的需求

• 二、数据分析建模

1、确定：了解/确定问题(目的目标)

2、分解：将整体数据分解成小数据(查检表、层别法)

3、评估：对分解后的结果进行评做(亲和图、控制图…)

4、决策：决定怎么做(目标、绩效、绩效跟进…)

• 三、另一种数据分析方法：扫描(发现…)、监控(跟进搜集…)、预测(可能…)、评估(是与否，

调整、目的目标…)

2、数据收集与准备



• 预测分为定性预测与定量预测。本次交流中所说的外、内部预测是定量预测。

• 1、定性预测法

• 基于直觉、经验的判断，是一种主观预测方法。常用于预测一般的业务趋势和大的产品族的长
期潜在需求。主要用于高层管理。

• 2、外部预测法

• 基于与公司产品需求有关的外部指标而进行预测。其理念依据是根据是其他领域的活动与产品
类别的需求直接相关。如房地产与门窗、制造业与酒店、酒店与杜蕾丝。

• 3、内部预测法

• 基于企业历史数据进行预测，这些数据通常保存在公司的记录中，随时可用。其理念是建立在
过去发生的事，将来也会发生这一前提上。我们现在卖PCB板，明年也会继续卖PCB板。内部预

测法非常重要，常用做主生产计划的输入。

3、预测方法



121110987654321月份
849163758184847574668392需求数

79.34 79.34 79.34 79.34 79.33 79.33 79.33 79.33 79.33 79.33 79.33 79.33 平均数

-4.66 -11.66 16.34 4.34 -1.67 -4.67 -4.67 4.33 5.33 13.33 -3.67 -12.67 差异数

5.87%14.70%20.59%5.47%2.11%5.89%5.89%5.46%6.72%16.80%4.63%15.97%差异比

4、某企业历史产品的月需求数据表

• 假设现在是12月末，需要预测次年1月的需求，其规则：

• 1、本月需求预测和上月需求相同，即1月的需求为84；

• 2、本月需求预测和去年同月相同，即1月的需求为92；

• 此类规则都是基于过去的某一个时段值，在需求有较大随机波动时应用性有限，通常采用
平均数方法更有用，因为他能消除一些随机的影响，预测1月的需求为79.34

表1：某企业历史月需求数据



• 用一组最近的实际数据值来预测未来一期或几期内需求量。移动平均法
适用于即(临)期预测。

• 以表一为例：预测次年1月的需求数时，用3个月的移动平均，需要用10

月、11月、12月的需求数据计算得到。

• (63+91+84)/3=238/3=79.33≈79

• 如果应用6个月的移动培元，则需要用7月、8月、9月、10月、11月、12

月的需求数据计算得到：

• (84+81+75+63+91+84)/6=479/6=79.667≈80

4.1、移动平均预测



• 以所需数据的本期实际数和本期预测数为基础，引入一个简化的加权因子，即平滑系数，以求
得平均数的一种时间序列预测法。通常是对离预测期较近的历史数据给予较大的权数，权数由

近到远按指数规律递减的一种特殊的加权平均法。一般而言，赋予最近实际需求的权重叫做平

滑常数，通常用0-1.0之间的小数表示。本方法的关键在于平滑常数的选择…

• 其公式为:新的预测=α*最近的需求+(1-α)*以前的预测

• 例：某公司5月份原来的预测是22为，实际需求是190， α是0.15，计算6月份的预测值，如果

6月份的需求是218，预测7月份的需求

• 解：

• 6月份的预测=0.15*190+(1-0.15)*220=28.5+187=215.5

• 7月份的预测=0.15*218+0.85*215.5=32.7+183.175=215.875 ≈215.9

4.2、指数平滑预测



• 许多产品都有季节性或周期性的需求特征…

• 衡量产品季节变化程度的指标是季节指数。季节指数是估计一个季节(时段)内产品需求高于或

低于平均需求的程度。其公式为：

单期平均需求
所有时间平均需求

• 所有时期的平均需求是抵消掉季节性的一个值，叫非季节性需求，故季节指数的公式可为

单期平均需求
⾮季节性需求

• 这里的期可以是时、天……自定义时间段。季节指数公式可以调整为单期平均需求/非季节性

需求。

5、季节指数



• 案例：表二某产品的季节性产品过去3年的需求，产品未见明显趋势，但有明显的季节性，平

均每季度需求是100。求各季的季节性指数。

• 季节指数计算公式=单项平均需求÷非季节性需求

• 第1季=128÷100=1.28;第2季=102÷100=1.02;第3季=75÷100=0.75;第4季=95÷100=0.95

• 季节性指数合计等于4，季节性指数的总和等于期数，这是检查计算结果是否正确的方法

5、季节指数计算案例1

季度
年

汇总4321
40190811081221
39996731001302
4009971981323
4009575102128历史平均

表二：某企业过去3年需求表



• 接上例，公司预测次年的总需求为420，求次年每季度的销售预测

• 解：

次年每季平均需求=420÷4=105

第1季需求=1.28×105=134.4;第二季需求=1.02×105=107.1;第3季需求=0.75×105=78.75;第4季

需求=0.95×105=99.75

5、季节指数计算案例2

统计121110987654321月份
952849163758184847574668392历史数

95279.3479.3479.379.379.3379.3379.3379.379.379.379.3379.33平均数

121.06 1.15 0.79 0.95 1.02 1.06 1.06 0.95 0.93 0.83 1.05 1.16 季节指数

12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次年均需

1200105.9 114.7 79.4 94.5 102.1 105.9 105.9 94.5 93.3 83.2 104.6 116.0 次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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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误差是指实际需求与预测需求之间的差异。一般以两种方式出现，分别是偏移和随机。

• 偏移：累计实际需求不等于累计预测。偏移意味着预测平均需求不准确。实际需求总是大
于或小于预测的系统性误差。当存在偏移时，必须改变预测以提高准确度。

• 偏移的出现可能是一次性的…时间段的…基础资料失当的…

• 随机误差：也称为偶然误差和不定误差，是由于在测定过程中一系列有关因素微小的随机
波动而形成的具有相互抵偿性的误差。

1、预测误差

随机误差偏移
月份

差异实际预测差异实际预测

5105100-10901001

-694100251251002

-298100201201003

4104100251251004

3103100201201005

-496100101101006

0+90数据汇总



• MAD: Mean Absolute Deviation--Mean(平均、平均值) Absolute(绝对，不考虑正负) Deviation(偏差、误差)

• 绝对偏差(absolute deviation)：个别测定值与多次测定平均值之差，简称偏差。数学表

达式为：绝对偏差=个别测定值-多次测定的算术平均值。

• 平均绝对偏差(Mean Absolute Deviation)：各数据与平均值的差的绝对值的平均数

• MAD=绝对偏差之和÷观察次数

2、平均绝对偏差(MAD)

偏移
月份

差异实际预测

51051001

-6941002

-2981003

41041004

31031005

-4961006

0600600数据汇总

• MAD=(5+6+2+4+3+4)÷6=4

• 左边的平均绝对偏差等于4 

• 平均绝对偏差的应用
1、跟踪信号

2、应急计划

3、安全库存



平均绝对偏差是标准差的近似值；

平均值在±1MAD之间的概率约为60；

平均值在±2MAD之间的概率约为90；

平均值在±3MAD之间的概率约为98；

3、正态分布



• 预测跟踪：通过查检实际需求，并根据需求调整计划来减少误差，做出应对。当发现不可接受
的重大误差或偏移时，应该进行调查以确定引起误差的原因。

4、预测跟踪

时间数

需
求
数

实际需求

预测需求



当累计需求和预测不相等时就存在偏差，需确认是随机误差还是偏移。如果偏差是由随机误

差产生的，他会自我修正，不需要对预测做任何调整。如果是由偏移引起的，就需要进行修

正。应用平均绝对偏差判断误差的合理性。

跟踪信息(Tracking Signal)：通过对误差的判断检测预测的质量。简单的方法是比较累计预

测误差与平均绝对偏差----预测误差的代数和÷MDA 

5、应用MAD跟踪预测1

预测每周需求为100，过去6周的实际需求见右表，公司规定MAD是7.5，计算累计预测误差及跟踪信号。

解：预测误差总和=5+10+3+5+7+15=45；跟踪信号=45÷7.5=-6

汇总第6周第5周第4周第3周第2周第1周

600100100100100100100预测

645115107105103110105实际

4515753105差异



• 某公司使用±4的指标来决定预测是否需要检查，假设历史数据如表，决定哪一期的预测应

该进行检查。产品的MAD±2

5、应用MAD跟踪预测2

跟踪信号累计偏差偏差实际预测

2.55期初值

-496100第1期

-298100第2期

4104100第3期

10110100第4期

跟踪信号累计偏差偏差实际预测

2.55期初值

0.51-496100第1期

-0.5-1-298100第2期

1.534104100第3期

6.51310110100第4期

• 第4期时，需要对预测进行检查。

• 第1期时，。

• 第2期时

• 第3期时

• 第4期时



• 由于预测固有的误差，依赖预测的企业会遇到各种问题—采购了错误的物料、备错了部件、库
存物与需求物不一致…一种可靠的解决方式是应用P/D比率进行管理

• P：生产提前期(Production lead time),是产品的累计提前期—包括原材料采购和到达、生产、

装配、配送、甚至是产品设计…的时间之和

• D：需求提前期(demand lead time)，是客户的提前期，通常是从订单确认发出到交货的时间。

7、P/D比率



8、运营战略与交付周期管理

按订单设计ETO配送装配生产采购设计

交货提前期

收货确认

订货型生产MTO配送装配生产库存

交货提前期

收货确认

按订单配置CTO配送配置生产库存

交货提前期

收货确认

按订单装配ATO配送装配库存生产

交货提前期

收货确认

按库存生产MTS配送库存装配生产

交货提前期

收货确认

1、采购周期表；2、生产周期表；3、配送周期表；



1、减少P(生产提前期)

2、使P、D匹配

3、简单化生产线(单元线、一个流)

4、标准人产品和流程(标准作业、流线化生产)

5、更准确的预测(改善预测方法)

9、P/D比率的改善



感谢所有提供资料和支持我制作PPT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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