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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高级计划排程系统（APS）规范》 

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

信厅科〔2016〕214 号）的要求，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组织协调于 2018

年前完成《钢铁行业高级计划排程系统（APS）规范》（计划号：

2016-1681T-YB）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提出并归口。 

1.2 参编单位及分工 

本标准由工信部科技司提出，原材料工业司主管，江苏金恒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钢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常熟市龙腾特

种钢有限公司、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北京企划云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山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融和互联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冶金

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共同起草。其中，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标准主要起草和组织协调单位，参与前期研究、调研和标准的编

制、修改、技术数据验证以及标准推广等工作。 

1.3 编制过程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本标准制定分准备、起草、征求意见稿、报

批稿的形成等主要阶段。 

准备阶段：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正式启动标准制定工作，进入制

订准备和调研阶段。 

2017 年 6 月，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在北京召开《钢铁行业高级

计划排程系统（APS）规范》行业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由江苏金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天津融

和互联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共同组成的标

准编制工作组相关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并形成意见。 

2017 年 6 月-2018 年 3 月，钢铁行业高级计划排程系统（APS）

功能构件、信息交换与接口、测试方法等内容确定，进行标准草案的

起草； 

2018 年 4 月，召开工作组第二次专项研讨会，对钢铁行业高级

计划排程系统（APS）的术语和定义、功能构件、信息交换与接口、

测试方法、草案初稿进行研讨； 

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进一步完善草案，补充了标准的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并对第二次专项研讨会中探讨的内容加

以完善修改，形成标准讨论稿； 

2018 年 5 月，将标准讨论稿通过邮件形式发送至编制工作组各

成员，两周时间返回修改意见。意见主要反映了钢铁行业高级计划排

程系统（APS）的功能构件、测试方法等具体内容的相关问题。 

2018 年 6 月，根据工作组成员返回的意见修改了标准相关内容，

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讨论稿，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的背景、必要性和原则 

2.1 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才

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中国也于 2015 年提出

了“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着力推进制造强国建设。钢铁工业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制造是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

所在，大力发展钢铁智能制造，建设钢铁强国，是落实制造强国战略

的重要举措。因此，必须把握变革趋势和时间窗口，充分利用新一代

信息技术，落实两化深度融合，推动钢铁工业智能升级，努力抢占新

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 

大规模定制是实现钢铁智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具有柔性

的生产计划是钢铁企业实现大规模定制的核心和关键。大规模定制是

指能够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实现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定制，这对企

业生产计划的编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计划问题是钢铁企业

生产管理的核心与难点。目前，国内大多数钢铁企业已经实施了 ERP

及 MES 信息化系统，构建了信息化五级架构体系，但在信息化建设

过程中，生产计划和生产调度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APS 系统（高级计划与排程，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着眼于生产计划与调度领域，是以约束理论为基础，以数学规划为问

题分析工具，以约束满足技术为求解方法，以常驻内存方式进行运算

的一整套人工智能优化方法。APS 可有效解决钢铁企业生产运营中的



 

 

订单计划、生产组批、作业计划、物流计划等关键业务环节的优化计

算，是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 

在上述背景下，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组织钢铁行业智能排产领域

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系统集成、钢铁企业用户等单位，共同编制

钢铁行业高级计划排程系统（APS）规范。 

2.2 必要性 

APS 高级计划排程系统主要解决“在有限产能条件下，交期产能

精确预测、工序生产与物料供应最优详细计划”的问题，是企业实施

JIT 精益制造系统的最有效工具，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功能之一。 

随着钢铁市场多品种、小批量的需求趋势不断强烈，钢铁企业对

生产柔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计划层面尤其是炼钢、轧钢计划的

编排上提出更高的要求。钢铁生产过程是流程型和离散型相混合的生

产模式，钢铁行业涉及到炼铁，炼钢、轧钢等过程，涉及繁多复杂的

特殊工艺， 其排程系统也就与其它行业的排程系统不同，不仅要考

虑资源的利用率、生产周期等问题还要考虑钢铁行业特殊的工艺要求

和设备状态，例如进行轧钢时，轧辊只有在运行一定的时间，达到最

佳状态时才能使轧的板材更薄，而再继续运行一段时间，轧辊的状态

又会有所变化，所以在排轧钢计划时，要充分考虑每道工序的特殊工

艺要求和设备运行特点，由此可见钢铁行业的计划排程管理具有很高

的行业特殊性。 

因此，提出钢铁行业高级计划排程管理标准对于钢铁行业实现智

能排产柔性制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2.3 原则 

本标准编写格式及内容符合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了

以下几个原则： 

1）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

尽可能使该标准与原有普遍使用的标准兼容； 

2）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可靠

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原则，尽可能使标准满足多目标要求； 

3）系统分析国内外现行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以及分析钢铁行业智能排产的要求与内容，在充分调研和

用户交流基础上开展标准编制工作，尽可能使该标准符合实际现状和

满足未来应用需求。 

三．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行业炼钢、连铸、轧钢高级计划排程系统的术

语、定义和缩略词、模型与系统流程、APS 功能构件、信息交换与接

口、测试。 

在“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词”中，定义了 2 个标准术语和 5 个缩

略词，分别为高级计划与排程系统、生产订单和 APS、ERP、MES、

SCM、PDM。本标准的编制坚持对于同一个概念使用同一个术语和

定义，对于已定义的概念避免使用同义词，每个选用的术语只有唯一

含义的统一性原则。 

在“4 APS 功能构件”中，定义了 APS 功能构件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选择。APS 功能主要包括基础数据管理、生产订单管理、生产

计划管理、作业排程管理和资源管理等。 

“5 信息交换与”中，规定了 APS 各功能构件组之间的信息交

换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础数据管理、生产订单管理、生产计划管理、

作业排程管理、资源管理等。 

“6  APS 测试方法”中，规定了 APS 测试总则、测试指标和测

试结论。APS 测试包括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响应性、可见性和

维护性等方面的内容。 

五．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预期的经济效果 

目前，国内大多数钢铁企业已经实施了 ERP 及 MES 信息化系统，

构建了信息化五级架构体系，但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生产计划和生

产调度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APS 系统着眼于生产计划与调

度领域，可有效解决钢铁企业生产运营中的订单计划、生产组批、作

业计划、物流计划等关键业务环节的优化计算，是企业提高运营效率、

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 

本标准是在部分钢铁企业智能排产的实践经验和相关标准编制

起草经验基础之上的总结升级。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

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编写组未检索到同类产品的国际标准。 

该标准项目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当前我国尚未有钢铁行业高级

计划排程系统（APS）相关的国家标准。本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参照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并在广泛征

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本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内容不违法现行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本标准对

各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所附的各类技术标准进行规范性的引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九．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审批通过后，尽快发布实施。同时建议国家有关机构

尽力拓宽标准出版渠道，充分利用电子信息化手段，使行业标准作为

公开信息为社会公众共享。只有公众能够方便地得到标准的正式文本，

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标准才能扎根于沃土，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十一.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且与现行国家标准不存在替代关系。因此，

不需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