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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方方面面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有必要认识到 在“认

识信息化的五个层次”中，我们已经列出了信息化的五个层

次，而企业管理信息化正是信息化工作五个层次中最核心、

最重要的内容。在方方面面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应该以企

业管理信息化为龙头、为基础。 第三个层次的企业管理信息

化是当前我国信息化的核心或重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 从国情上看，我国推动信息化的背景与美国、

欧洲、日本等有所区别，主要表现在我国是在工业化的进程

中推进信息化，不能离开工业化去抓信息化，为此，党中央

和国务院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两化齐抓、共同推进

。我国工业化自身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信息化只有与工业化

一起推进，才会有更扎实、更宽广的市场。不久前的.COM公

司、电子商务泡沫等潮退潮进、虚无缥缈，就是因为没有与

工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很好地结合起来所造成的。美国曾

经出现的120个月的长周期增长，也是其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

合的成果，而后来出现的泡沫和问题，又正是其信息化领域

投资过度，发展超出了其他工商企业的需求而导致的。我国

是在不太富裕的情况下开始进入信息化社会，人均800美元的

购买力和消费水平无疑将会制约信息化的发展进程。我国电

子社区建设现在还只能在一些局部地区展开，要延伸到广大

西部地区并不是两三年间可以完成的事；而单方面发展较多

的信息产业也存在消费市场问题，像家电、手机、多媒体等



产业，如果没有最终与中西部大市场相结合、与农民的消费

相结合，在发展一段时间后就会失去其原动力，就会出现一

些新的调整。据统计，2001年我国信息化发展只增长了24%，

而前10年年均增长了34%，这表明某一个关键点可能已经到来

。在这种国情下，我国在推进信息化工作时，特别要强调信

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强调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注

意克服数字鸿沟可能产生的一些副作用。与先进国家相比，

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差距不但体现在技术上，更体现在管理上

。因此，在我国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必须将企业管理信息化

作为重中之重。 ● 从投入比例上看，第三个层次的企业管理

信息化当然比前两个层次（面向事务的信息化和面向部门的

信息化）投入高，但是比第四个层次的企业信息化投入少，

因此是投入相对较小的一块。从范围上看，企业管理信息化

可适用于我国目前大多数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企业，这些企业

都需要抓好这项工作；而企业信息化中的生产过程信息化则

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抓的。特别要强调的是，越是在中西部，

越是传统产业，越需要抓好企业管理信息化，因为这有助于

缩小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使中西部

地区有可能出现超常发展，否则将会被甩得更远。现在，我

国满足企业管理信息化所需要的技术已经成熟，一方面国内

软件公司有能力帮助企业推进管理信息化；另一方面，国外

软件公司近几年与国内企业有比较好的交流和接触，因此在

技术上已不存在大的问题。另外，企业管理信息化所需要的

人才准备也已基本到位。 ● 看企业竞争力，要看生产能力，

更要看服务水平。在我国进入WTO之后，国内企业亟需提高

搞好生产和流通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从



将资金投入到企业中去、到经过一个生产循环过程制造出产

品、再经过流通后又变成钱，在这个从钱到物再到增值的钱

的过程中，资本周转用于生产制造的时间一般不到20%，

而80%的时间集中在采购、运输、销售、库存等过程中。因

此，与其说企业生产慢、生产落后，还不如说是流通慢、流

通落后。通过抓企业管理信息化，企业可以将制造之外的环

节也抓好、抓实，从而大大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并相应产生

很多新的资本资源。 ● 从风险角度看，大量事实证明，企业

管理信息化只要是从企业需求出发，规划做得比较好，一般

在投入当年就能见效，两三年即可收回投资。因此，投资风

险相对较小。另外，由于企业管理信息化是在一个一个点上

来进行，不同于电子社区特别是电子政府中一个层面一个系

统的应用。因此，在我国信息化中的核心硬件还主要是靠国

外产品的情况下，首先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的信息安全风险

也相对较小一些。 因此，企业管理信息化是当前我国信息化

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在加入WTO后搞好经贸工作的基础

性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