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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A5_E7_9A_84C_c29_141369.htm 实现信息化对企业更

是一种挑战，要适应许多新的作业模式，不仅仅是坐在电脑

前工作那么简单，人际关系、工作任务都在发生变化，原来

只需要向上级汇报的模式可能不再适用，员工之间管理层面

上的合作也会像企业之间的运作那样，是一种工作结果的不

断提交。 我们需要认识到信息化的过程无可避免地在面对业

务流程的转变，也就是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ERP也好、SCM也好、BPR也好，这些产品或管理思想大都

是从西方引入的，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没有认真学习到

位，的确有许多不太成功的案例。但是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

，对业务流程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要实现信息流与物流、

资金流、工作流的整合，企业就必须要在流程上进行调整。

来源：www.examda.com 如果企业受到很大的竞争压力，可能

就需要完全的运用业务流程重组的概念来调整企业的运作，

甚至是服务的方向，把企业转变到以客户为中心、以业务为

中心的方向上来，这种举措主要是针对企业出现的僵化现象

而进行的。 而信息化的推进过程更多是要求企业在流程方面

进行优化，使信息化更能在业务流程中发挥作用，主要表现

在信息共享、预警机制、工作控制、决策优化等方面。把原

来需要经过许多环节才能传达的信息直接传递到需要进行决

策的员工手上，把建立在工作经验之上的、需要层层审批的

决策规则放到系统里去，使决策更快捷高效。 总之，在推动

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即便不采取激烈的业务流程重组，也



需要进行流程优化调整，需要首先建立流程管理的作业思想

，消除过分智能化的僵化情况。变革是必需的，只是要受到

控制，控制其对企业稳定的冲击。 来自流程管理的启发 习惯

于职能管理的我们，进行作业规划时首先想到的是组织结构

，把一件事情按不同的角色分配下去，好像大家自然就能明

白应该做什么工作、怎样进行配合，这是一种典型的首先进

行权力划分的规划方式。 对比一下，流程管理的观念告诉我

们，首先要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按怎样的方式做事、需要

哪些资料，经过加工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首先

对工作流、信息流进行规划，然后才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承担

任务。 信息化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工作流和信息流的新

思路，其结果首先是信息传递方式的变化，决策方式的变化

。金字塔式的职能结构既然已经阻碍决策的制定速度，信息

化的效果自然也就体现在以流程管理的体系之中。来源

：www.examda.com ■ 流程管理实例 以采购为例，在职能部

门的概念下，采购科需要负责与供应商打交道，需要采购什

么、什么时间采购是计划科的事情，生产科、仓务科要把资

料报给计划科；而在流程管理的角度来看，采购不再是计划

科给的指令，采购科定期要检查营业科收到的客户订单，有

新的订单时，便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来进行MRP计算，结合

客户订单、原料库存、生产状态、损耗率等资料进行运算，

然后直接决定采购数量。 在职能部门的概念下，采购计划需

要几个科室进行联合工作才能完成，利用系统可以共享的信

息，现在只需要采购科就可独立完成，这种作业方式实际上

便是流程管理的基本模型。流程管理强调的是对信息状况的

检查，汇集各方面的信息来做决定，平时的信息积累替代了



决策时的资料交换。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之后，企业实际上

都在做出流程方面的调整，有的企业比较明确按照新的流程

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有的企业只是不自觉地进行改变，职能

部门的概念还存在，但决策过程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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