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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ERP沙盘模拟是高校经管类专业广泛使用的综合性
实验系统，它是针对ERP系统设计的角色体验的实验平台，作
为企业经营管理仿真教学系统，把企业各个部门的运作及所

处的内外部环境抽象为一系列简化的规则，设计在ERP沙盘
盘面上。参与课程学习的学生以小组的方式组成模拟企业，通

过模拟企业经营，切身体会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在参与、体验

中完成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化。肇庆学院使用的是用友企业管

理信息化实训沙盘系统（标准版 6.621），我们发现该系统设
计上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故实验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针对性

的处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市场订单选择过程出现跳单现象及其处理方法

ERP沙盘模拟实验课程中，学生要自主进行六年的生产
经营活动。每年年初，企业根据产品的市场需求、企业生产能

力和竞争企业情况投放广告，以争取当年的订单。选择订单过

程按市场、产品分批进行，只要企业在某个细分市场投放了广

告，就拥有该市场的选单机会。在实验过程中，有时系统会出

现错误，有些企业在某细分市场上投放了广告，并且获得选单

资格，但轮到该小组选单时，系统便将其自动跳过而失去选取

订单的机会，对企业的经营造成很大影响。

这种情况下可让所有企业都退出系统，利用上年年末的

备份数据恢复数据后，重新投放广告和选择订单。但这样处理

一是耗费时间，二是有些企业可能会在第二次选单时不选原

来的订单，从而改变原本的市场竞争格局，影响ERP沙盘模拟
对抗的严肃性。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查询市场订单数据，

将失去选单机会的小组有可能选择的订单全部列出清单让其

选择，然后将选中的订单增加到当年的竞拍订单中，通过“竞

拍投标”功能，让跳单的小组按照所选订单的交货期、账期、金

额等数据填写竞单申请获取订单。按竞拍规则，凡参与订单竞

拍并获得订单的企业需要支付1M/张的竞拍费用，使企业的
广告费增加，利润下降。为此，我们通过给该组增加1M所有者
权益的方式补回扣除的竞拍费用。该组在填制当年及以后各

年的资产负债表时，所有者权益相应增加1M即可。

二、系统不显示新建成生产线价值及其处理方法

本实验中，新一届管理层接手时企业只有四条生产线：三

条手工线，一条半自动线，全年产能只有6个产品。为了应对激
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对旧生产线进行改造，并投资建设新

生产线。模拟经营前期，由于市场容量及企业产能有限，各组

的所有者权益通常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现金也不是很充裕，

企业一般会根据订单情况建设一至两条全自动线或柔性线。

全自动线的建设周期是三个季度，共需15M资金。
由于系统缺陷，个别小组出现生产线建成后生产线的价

值无法在电子盘显示出来，系统也不对该条生产线计提折旧

的情况，编制报表时，该条生产线的净值也不用填列到资产负

债表的固定资产中；如果填列，系统默认为报表填错了，无法

提交报表。建设该条生产线的资金来源可能是负债，也可能是

自有资金，但建设完毕后现金转化为固定资产的价值却不能

显示，又不计提折旧，所以该组的资产负债表永远是左边比右

边少15M。
虽然电子盘上不显示该条生产线的价值，但仍可正常使

用，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采取恢复所备份上年年末数

据的方法，让所有小组重新走一遍电子盘，而是在六年经营结

束后，重新计算该组所有者权益及综合评分。比如，假设该组

第二年第一季度建设一条全自动线，连续建设三个季度，在第

四季度可建成使用，但电子盘上未显示该条生产线的价值。本

实验规定在用生产线按每条线1M交纳维护费，新建成的生产
线下年开始计提折旧。第二年年末，该条生产线正常使用，要

交1M的维护费（年末结账时系统自动扣除），不提折旧，第三
至第六年每年要交1M的维护费并计提3M的折旧（折旧分四
年平均计提，净残值为3M）。由于该条生产线可以正常使用，
系统每年年末已自动扣除1M维护费，只需视该组的盈利情况
将四年少提的12M折旧额对所有者权益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整
即可。

假设不考虑接手之前的税前利润弥补亏损情况；本实验

假设会计与税法的处理相同，不存在纳税调整项目，所得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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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RP沙盘模拟是高校经管类专业广泛使用的综合性实验系统，本文针对用友ERP沙盘模拟系统在设计上存在
的一些缺陷和漏洞，给出教学上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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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应交所得税相等。

1. 第一种情况，假设该组在六年的经营过程中，所有者
权益比起始年（第一年年初74M）有所增加。假设该组经营的
前两年各亏损5M，第三年利润为0，第四年税前利润为10M，
第五、第六年税前利润都是20M，所有者权益调整计算见下表。

因此，需要调减所有者权益8M（104-96），综合评分也相
应调减。

一条全自动生产线正常使用至报废，所计提的全部折旧

额为12M，本例中，扣除抵扣所得税的3M（12伊25%），所有者
权益减少9M（12-3），之所以计算得出8M，是因为本实验规定
所得税向下取整，少交了1M的企业所得税。

2. 第二种情况，假设该组在六年的经营过程中，所有者
权益比起始年减少，即六年的经营利润合计数为负数，不用缴

纳企业所得税，该条生产线所计提的全部折旧额12M，不能抵
扣所得税费用，使所有者权益减少12M，需要调减所有者权益
12M，综合评分也相应调减。

三、组间跨期交易、关联方交易及其处理方法

1. 组间跨期交易问题。ERP沙盘模拟允许企业可以随时
进行组间交易，交易的品种为原材料或产品，以现金结算。用

友ERP沙盘模拟系统在组间交易功能的设计上有一个十分明
显的漏洞，在利用电子沙盘进行组间交易的两个企业可以处

在不同的生产季节，有些企业利用这一漏洞进行实际经济生

活中不可能发生的跨期交易，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

例如，企业A某年度第一至第四季度P2的产能分别是1
个、2个、2个、2个；企业B第一至第四季度P2的产能分别是2
个、2个、3个、3个；两企业年初都没有P2的库存。企业A当年获
得的P2订单是：第一季度交货3个，第四季度交货4个；企业B
获得的P2订单是：第二季度交货5个，第三季度交货5个。

从年度生产能力和订单交货数量上看，两家企业都正好

销售完当年生产的全部产品。但从交货期上看，两家企业都不

能按期完成全部订单交货任务。于是，A、B两家企业利用组间

交易漏洞进行跨期交易。具体方式是：企业A先运营到第一季
度的完工入库流程，将当季下线的1个产品卖给企业B；企业B
买入这个产品，加上自己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下线的4个产品，
在完成第二季度5个产品的交货任务后，推进到第三季度完工
入库流程，并将其第三季度下线的3个产品全部卖给仍停留在
第一季度的企业A；企业A用这3个产品完成第一季度3个产品
的交货任务后，再推进到第四季度完工入库流程，将第二季

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下线的6个产品中的5个卖给企业B；
企业B用这5个产品完成第三季度的交货任务后推进到第四
季度，将其第四季度下线的3个产品全部卖给企业A；企业A买
入这3个产品，正好拥有4个产品完成第四季度的交货任务。分
析两个企业的交易过程，显然是违背了客观规律的。

还有一些企业利用组间交易功能这一漏洞来进行原材料

采购。例如，有些企业或是因为原材料采购计划出错，或是因

为临时改变生产计划，导致原材料短缺，若进行紧急采购，则

需要支持高昂的采购成本。于是，企业利用组间可进行跨期交

易的漏洞，通过联盟企业进行原材料采购。

2. 组间关联方交易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有产
品自主定价权，但严重背离市场价格的关联方交易仍是被禁

止的。ERP沙盘模拟组间交易功能不仅允许跨期交易进行，而
且没有组间交易产品的价格限定功能，部分企业利用组间关

联方交易进行资金融通。例如，当某企业资金断流面临破产

时，一些现金相对充裕的企业用严重背离市场价格的高价购

买该小组的库存产品，进行现金转移，待其渡过难关后，再以

略高的价格将该产品卖回去，通过给予其他企业资金融通来

获得一定的收益，其实质就是企业间通过关联方交易进行资

金融通。由于系统本身没有组间交易价格的限定功能，这样的

操作在没有其他监控的条件下是被允许的。

3. 对策。为了防止跨期交易和关联方交易干扰正常的生
产经营秩序，我们在课程中加大了对组间交易的监控。首先，

强调组间交易必须遵守客观规律，一是不允许进行跨期交易，

二是限定产品组间交易价格不得低于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

不得高于该产品直接生产成本的三倍，原材料组间交易价格

不得低于原材料的原价，不得高于原材料原价的两倍。其次，

每年各企业的财务报表完成以后，通过操作日志对有组间交

易行为的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审核，重点审核其交易是否同

期和交易价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以及交易的目的是否为

了融资。最后，若发现有跨期交易或关联方交易行为，根据其

违规严重程度对参与交易的企业进行处罚，相应扣减其小组

的课程成绩，取消其参与最终成绩排名的资格，违规严重时，

要求参与企业退出模拟经营，重修课程。

【注】本文受肇庆学院教学研究项目渊项目编号院jy201120袁
jy201006冤的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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