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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制药企业普遍存在的计件工资核算繁杂的问题，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利用企业已

有信息开发平台，很好的实现了计件工资核算的自动化管理。该系统已在某药业公司成功应用，系统运行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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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计件工资制可以将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能够直接、准确地反映出劳动者实际

付出的劳动量，并且能够充分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

因此，计件工资制在生产制造企业被大规模采用[1]。

但是，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生产特点的企业，

工资制度千差万别，即使正确及时地计算出计件工

资，也确非易事[2-3]，采用信息化手段来实现计件工

资的自动核算更是难上加难。目前，市面上的计件

工资专业管理系统很多，如：嘉兴飞创软件公司的

信创计件工资管理系统、智星软件公司的智星计件

工资系统等，但这些大多是独立开发的系统，没有

很好地考虑与企业 ERP等系统集成，很难适合企业
的实际应用。由于计件工资管理系统的通用性不强，

大型专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提供商也只能提供通用

型的工资管理系统，很少有专门的计件工资管理系

统。制药企业作为典型的连续型生产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由于制药企业生产有

多品种、多规格、流程长、工艺复杂等行业特点[4]，

使得目前大多数企业仍然采用传统手工计算 +excel
表格的方式进行计件工资核算。随着信息化的深化

应用，传统的手工计算方式不但任务繁重，而且很

容易出错，很难满足企业的工资核算需求。因此，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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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化的手段实现生产计件工资自动核算成为制

药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根据制药企业的

行业特点，着重分析了某制药企业的实际需求，给

出了完整的工资核算系统设计思路，并展示了部分

应用。在技术上，本系统设计既考虑了与企业已有

的生产管理系统和人力资源资源管理的数据共享和

集成，避免了数据的重复录入；也考虑了计件工资

核算的独立性，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对采用计

件工资制的流程制造企业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1 需求分析

针对目前制药企业计件工资自动核算的需要，

系统设计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一个基于数据集成且高

效的工资核算系统。在管理上，可以使工资核算人

员从繁重的核算工作中解脱出来；在技术上，该系

统既可以与现有 ERP系统的生产管理和人力资源管
理模块进行整合，也可以单独用于核算生产员工的

计件工资。在设计系统时，主要考虑业务部门需求

和技术需求两个方面的问题。

1）业务部门需求
①考勤管理。满足生产人员调动频繁而引起的

复杂多变的考勤管理要求。

②津贴管理。满足不同岗位不同津贴标准的管

理和根据考勤实际情况自动核算班组人员津贴所得

的需求。

③计件工资核算管理。满足企业“班组集体计

件，班组成员计时”的混合计件工资形式；也要满

足辅助性岗位的计件工资的实现；还要满足因生产

人员调动时，一个人在不同班组出现多条计薪数据

的情况。

2）技术需求
①系统的集成性。系统设计时既要考虑与现有

系统中的人员、部门、产品、产量等基础数据的共

享，也要考虑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和薪酬管理系

统的整体集成。

②系统的完整性。系统设计时要满足所有生产

岗位的薪资核算要求。

③系统设计的人性化。从界面设计和功能设计

上都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可操作性，避免因设计不当

而造成使用者对系统产生抵触情绪。

2 系统设计思路

一般生产员工的工资构成包括计件工资、各种

津贴和各类保险。其中保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

一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均有专门的保险管理

模块，因此保险计算不在本研究考虑范围之内。本

研究主要考虑每月根据产量和出勤天数对计件工资

和各类津贴的核算。具体设计思路如下。

1）基础数据的共享
为了避免数据冗余，所有基础数据包括人员、产

品、部门等应与已有信息系统集成。

2）汇总计件工资核算
①定义所有完工产品（包括半成品和成品）计件

结算单价；

②每月根据生产班组（工序）所完工产品的产量

进行计件工资总额的汇总，完工产量取数来源于生

产管理系统中的完工单；

③补录班组级的工资加扣项，比如：绩效工资、

加班工资等。一个汇总计件工资示例如表 1 所示。

3）员工考勤计算
①定义考勤类别，考勤类别包含白班、晚班、三

班、休息、事假、婚假、迟到、旷工等常规考勤类

别和半班、白晚连班、晚三连班等特殊考勤类别；

②根据 ERP系统中的人员基本信息自动批量生
成考勤数据，包括年、月、考勤部门名称、员工工

号、员工姓名、考勤日等信息，其中考勤日采用固

定日期对应固定数据库列的方式实现，如：列 1即表
示当月的 1 号，用于存储考勤类别信息；
③根据班员每天实际出勤情况，在对应的考勤

日列录入考勤信息，如：某月 2号某员工上的白班，
即在对应的考勤日列选择白班，如果出现一个班员

在同一计薪周期内在不同班组进行生产的情况，则

该班员有多条考勤记录，这些记录分别对应不同的

考勤部门；

④每月末，系统自动汇总员工的考勤情况，包

括：白班数、晚班数、三班数和考勤总天数等。

4）员工津贴的计算
①定义每个生产员工的津贴标准，包括：岗位津

贴标准、职务津贴标准、晚班津贴标准、三班津贴

标准等，其中员工的岗位和职务有差别，津贴也有

差别；

②每月末，系统根据本班组员工的考勤天数和

各类津贴标准计算出本班组员工的各类津贴。比如：

岗位津贴＝考勤总天数×岗位津贴标准；晚班津贴＝

表1 汇总计件工资示意表

Table 1 The summary of the piecework wages

班组

A
B
C

计件工资

50 000
80 000
70 000

加班工资

3 000
1 000

          0

绩效工资

-600
          0
          0

最终总额

52 400
81 000
70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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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班天数×晚班津贴标准＋三班天数×三班津贴标

准。因班组不同，津贴标准不同，有多条考勤记录

的员工就有多条津贴记录，如表 2 所示。

5）计件工资的核算
①根据班组考勤记录、班组汇总计件工资及公

式：员工工资＝班组总计件工资 /考勤总天数×员工
考勤天数，自动计算每个员工的计件工资后，生成某

计薪周期的工资模板。

②在生成模板的同时，系统自动生成该员工的

津贴，有多条考勤记录的员工就有多条工资记录；

③在工资模板中补录个别的加扣款项，比如：个

人绩效工资等。

6）数据的集成和报表统计
设计接口将计算完成后的工资项目导入薪酬管

理系统，与薪酬管理系统的保险等项目合并，最终

核算出员工的应发工资和实发工资等。数据导入后，

有多条工资记录的员工按照员工工号汇总合并成一

条薪资记录。最后，根据公司不同部门和员工的需

求生成各类报表，如：员工个人的个人工资明细查

询报表，班组管理人员的班组成员信息统计表、班

组月度工资汇总表等。

3 系统设计

3.1 业务流程设计

通过对以上设计思路的整理，确定工资计算和

处理的流程示意图如图 1所示。

系统所有基础数据与 ERP系统共享；在某计薪
周期内，根据员工的考勤信息和津贴标准计算出应

得津贴，根据产品单价和完工产量计算出计件工资

总额，并根据员工考勤情况计算出每个员工的应得

工资；再将应得津贴和应得工资合并得到员工的最

终计件工资。

3.2 数据库设计

本系统 ER图如图 2所示，所涉及的数据库实体
主要包括：人员基本信息、生产部门信息、产品信

息、考勤信息、完工单信息等。其中，员工本来只

能归属于一个部门，但在本系统中，一个员工可能

在多个部门进行生产，因此可以归属于多个部门；一

个产品可以由多个生产部门生产，一个生产部门可

以生产多个产品。员工和生产部门信息主要用于考

勤和津贴计算，生产部门和产品信息用于计件工资

的计算。

  

3.3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本系统由数据接口管理模块、系统基础数据管

理模块、考勤数据管理模块、工资核算管理模块、数

据查询和报表统计模块。系统角色有 5 类：系统管
理员、工资核算员、考勤管理员、班组普通成员和

其它生产管理人员。

1）系统基础数据管理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有：产品管理、生产人员管理和完

工产品单价管理等。产品管理用来定义用于计件的

完工产品的产品名称、规格、计价单位等基本信息。

生产人员管理用于定义所有参与生产计件的人员基

本信息。以上 2个功能既可以考虑与现有的ERP系统
集成，也可以单独进行定义。完工产品单价管理用

于定义每个完工产品的结算单价。该模块的系统操

作角色包括系统管理员、工资核算员。

2）数据接口管理模块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汇总计件工资管理和计件

图1 工资计算和处理流程示意图

Fig. 1 The schematic diagram for wages calculation and
processing flow

表2 津贴标准示意

Table 2 The chart of allowance standard

年

2012
2012

月

1 0
1 0

班组

A
B

员工

姓名

张三

张三

职务津贴 /
元

100
     0

晚班津贴 /
元

8 0
2 0

三班津贴 /
元

120
  60

图 2 系统ER图
Fig. 2 The system ER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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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导出管理。汇总计件工资管理的主要功能是通

过从 ERP系统中的生产管理模块所获取的产品完工
数据和产品结算单价进行计算，并按照生产班组进

行汇总统计，形成班组集体计件工资总额，作为班

组成员计件工资的分摊基础。计件工资导出管理模

块主要将核算完成的计件工资导出，与 ERP系统人
力资源模块的薪酬子系统进行集成，以保持公司薪

资数据的完整性，便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系统操

作角色为工资核算员。

3）考勤数据管理模块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根据班组安排生产的灵活

性在系统中设立灵活变动的考勤数据。该模块可以

手工录入，也可以考虑与第三方考勤设备集成或者

从人力资源模块的考勤子系统中取数。考虑到生产

员工变动的灵活性，本文实现的是基于手工录入的

独立考勤模块。系统操作角色为考勤管理员。

4）工资核算管理模块
该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包括：津贴标准管

理、员工津贴管理和工资加扣项管理等功能。津

贴标准管理主要是用于定义生产员工的津贴。员

工津贴管理用于计算某计薪周期内员工的实际所

得津贴。工资加扣项管理主要是根据汇总计件工

资、员工考勤和津贴标准等数据自动计算出每一

个员工的计件工资、生产津贴等数据，同时可以

在本功能模块对计件工资某些项目进行调整和补

录。系统操作角色为工资核算员。

5）数据查询和报表统计模块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设计面向不同对象的工资

报表，以便于不同类别员工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系统所有角色均有操作权限。

4 系统实现

4.1 系统设计环境

系统结构采用B/S 和C/S 相结合的构架[5]，其中工

资核算部分主要考虑与ERP系统集成以及操作的便利
性，采用PowerBuilder程序设计的C/S两层架构[6]。工

资统计和展示部分主要考虑不同操作对象数据查询

的便利性，采用基于B/S模式的三层体系结构，程序
开发环境采用基于.Net 框架的C# 语言[7]，数据库后

台采用Oracle10G。
4.2 系统实现

通过软件开发与测试和在实际环境中的运行，

验证上述设计方案的有效性。

系统实现后，员工考勤数据录入和数据汇总功

能如图 3 所示。操作人员可以在人员基本信息管理
中多选人员记录自动生成某月员工考勤数据后，再

进入该功能查询人员考勤数据，按日期录入考勤类

别；也可以在该功能逐条录入员工考勤记录。考勤

日采用穷举法，在数据库中定义了 31列，分别对应
每个月的 1号至31号，月份不足 31天，考勤则留空。
菜单可以分不同角色授权。月末，操作人员点击菜

单进行考勤数据汇总，审核完成后数据不能再修改。

该考勤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全面考虑了公司

的考勤类别、可以分角色授权、可以单独使用，也

能够很好地解决生产车间因人员异动频繁等因素导

致考勤数据无法完整记录的问题。这是本系统的特

色之一。

最终员工工资明细查询表如图 4 所示。系统将
核算后的计件工资导入薪酬管理系统对应科目后，

与公司的其它薪资数据进行集成，使薪资数据形成

一个整体，便于决策分析。

其它功能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赘述。

4.3 程序运行

本系统是根据某药业公司的实际需求完成的开

发和设计，并在该公司生产管理系统进行了推广和

图3 员工考勤数据录入功能实现界面
Fig. 3 The interface for employee attendance

data input function

图4 员工工资明细查询功能实现界面

Fig. 4 The interface for employee salary details quer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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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过 3个月的试运行，系统运行流畅、稳定，
获得了生产部门人员的高度认可。在管理上，大大

提高了生产核算人员的计件工资核算效率，使该公

司生产部门工资发放时间提前了 5 d。

5 结语

核算生产计件工资是个非常繁重且细致的工作。

通过以上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有效地解决了制药企

业工资核算人员的工作量问题，也减少了因核算出

错导致生产员工和核算员工之间出现矛盾等问题，

改变了公司传统的计件工资核算模式。在目前普遍

采用手工计算计件工资的前提下，系统的实现，给

企业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计件工资系统设计思路，有

一定的参考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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