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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0_8F_E4_BC_81_E4_c29_141210.htm 常常在中小企业中听

到这样的说法：要进行一场信息化革命。我们的CIO们也不

遗余力的这么讲，似乎只有这么讲才能突出信息化的重要性

，才能引起企业的重视和员工的积极参与。然而，事实恰恰

相反，正是这样的做法，让企业信息化陷入了己编织的“魔

咒”。 跟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小企业信息化也是伴随着

各种教训而来，在经历了对信息化“一文不值”的漠视后，

中小企业又陷入了对信息化“盲目夸大”的崇拜。常常在中

小企业中听到这样的说法：要进行一场信息化革命。 我们

的CIO们也不遗余力的这么讲，似乎只有这么讲才能突出信

息化的重要性，才能引起企业的重视和员工的积极参与。然

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样的做法，让企业信息化陷入了

己编织的“魔咒”。 魔咒起： 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的“怪圈

” 当前，在中小企业信息化中存在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信息化什么都不能做，从而拒绝信息化。持这种观点

的人，多数没有接触过计算机，对计算机有一种本能的漠视

或者恐惧的心理。另一种观点认为信息化什么都能做，持这

种观点的人多数有短暂的信息化经历而且尝到了信息化的甜

头，在狂热的鼓吹信息化作用的同时，却忽略了信息化的难

度；他们在信息化实践中一旦遇到挫折，就又开始抱怨信息

化什么都不能做，返回到对信息化的第一种错误观点，从而

使得中小企业进入了信息化发展的“怪圈”。 很多持后一种

观点的人认为，只要信息化了，企业就能摆脱困境，订单就



会像雪片般飞来，其实不然。勿庸置疑，信息化对企业发展

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信息化并不是企业的战略转型本身

，也不是企业的经济增长本身，更不是企业的核心业务本身

，它只是企业实现战略转型的一种手段。因此，企业的管理

变革、战略转变绝非仅信息化一“化”了之，在信息化之外

，仍然需要在企业管理体制和战略体制转变中做更多的工作

。 无论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还是IT部门，在大力宣扬信息化

对企业重要意义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导致信息化

的作用被盲目夸大，进而造成企业管理变革过程中的重点偏

移，也同时为信息化的实施人为制造了更大的阻力。 这种对

信息化的盲目崇拜，使一些企业认为只要进行了“信息化革

命”就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能够提高产品销量，甚至能

够让企业起死回生，认为只要花一笔不小数目的钱“买”一

个信息化解决方案，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把信息化当作

企业唯一的一根"救命草"。而同时又不积极研究企业管理中

、生产中和战略决策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根本不知道要如何

进行信息化。这必然导致企业信息化过程的困难重重，而一

旦信息化过程中遇到困难，亦或是一个小小的挫折，都容易

让企业重新回到对信息化“一文不值”漠视的起点。这个“

怪圈”往往让中小企业的CIO们吃尽苦头。 魔咒行：中小企

业信息化阻力重重 企业进行管理改革和战略转型，一般包含

两个层面：一个是从企业战略层面，诊断企业管理和经济运

行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制定涵盖企业管理、产品

发展方向、生产方式、营销战略调整、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

的综合解决方案；另一个是从方法层面，寻找相应措施来实

现所制定的解决方案。信息化就是实现这种解决方案的方法



之一。把两个层面混淆，所有任务都集中在信息化的身上，

势必造成信息化承载过多，而在实施过程中阻力重重。 任何

一项变革都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把企业管理改革

和战略转型的重任完全压在信息化身上，会造成信息化既要

承担由于工作方式、工作流程的改变带来的来自操作层、执

行层阻力，又要承担由于企业管理、产品发展方向、生产方

式、营销战略调整、人力资源改变等带来的来自操作层、执

行层、管理层，乃至决策层的阻力，这将使信息化受到来自

企业各个层面的阻力，无疑增加了信息化的难度。 另一方面

，多数企业都在大力倡导信息化的“一把手”工程，但信息

化的实施终将落在IT部门的身上。企业管理改革和战略转型

的重任完全交给IT部门，不仅会增加IT部门的工作难度，更

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组织保障，IT部门无权进行企业战

略决策，即便有权也会造成由于对企业整体情况把握不准而

带来的决策偏差，从根本上影响信息化的实施效果，甚者会

引起企业战略决策的失败，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魔咒除：

企业主＋准CIO 目前，我国的大型企业基本上已经设置

了CIO或者相当于CIO的职位，CIO在企业中的价值和作用已

经部分地得到体现。无论从其自身职业素养还是企业所赋予

的权利，都已经能够担当推动企业信息化的重任。但“一把

手”的作用仍不容忽视，因此大企业的信息化机制实际上是

“CIO＋一把手”。 而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情形几乎完全不

同。在大多数中小企业尤其小企业中，由于信息化尚处于起

步阶段，CEO也就是企业主，往往成为信息化的主要推动者

。企业主对信息化的认识水平高，企业信息化水平也高；反

之，企业主对信息化认识肤浅，企业信息化水平也往往不高



。而中小企业的企业主，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企业主往往学历

不高，很多人只有中学甚至小学学历，连读报纸还有很多不

认识的字。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除了企业主本人

对信息化有热情、敢投入外，还需要一个比较懂行的准CIO

作为其“技术参谋”，具体负责信息化项目的实施，因此中

小企业信息化的机制实质上是“企业主＋准CIO”。 由于多

数企业主对信息化的认识水平有限，再加上缺乏懂行的信息

技术人员，因而极容易走向两个错误的认识极端。不少企业

主刚开始由于对信息化不了解，往往极端地认为信息化什么

都不能做；但听几次报告或者看到竞争对手由于实施了信息

化而实现企业经营突飞猛进时，又走向了另一个认识极端，

认为信息化什么都能做，从而忽视了信息化的困难。在实践

中一旦遇到挫折，又垂头丧气。由此看来提高中小企业对信

息化的认识才是破解中小企业信息化“魔咒”的关键所在。 

首先，要加强对信息化的认识，从信息化角度分析企业的战

略决策，将信息化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一部分，从而保证信

息化建设从决策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统一，从决策上减少信息

化的阻力，使信息化真正成为促进企业核心业务发展、提高

企业经济增长质量、帮助企业实现战略转型和管理提升的得

力助手。尤其要分清战略与方法两个层面，将人为强加在信

息化身上的任务层层剥离，并从诊断企业管理和经济运行中

存在的问题出发，形成涵盖企业管理、产品发展方向、生产

方式、营销战略调整、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解决方案

。 其次，中小企业应在信息化过程中不断培养信息化人才，

增强CIO（准CIO）的决策能力和全局把控能力，以使CIO（

准CIO）能够深度认同CEO（企业主）的决策，保证信息化



实施与企业战略决策之间的统一。使CIO像COO、CFO等一

样成为CEO的左膀右臂。 再次，中小企业应教育员工正确认

识信息化，并逐步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信息化所带来的便利，

从而培养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信息化，由自上而下的推动信

息化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要求信息化，从而使信息化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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