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视点

企业战略应与信息资源集成相融合

许金叶

在我国企业信息化 进行得如 火如荼

的今天，社会上流行着一个说 法：搞企

业信息化 是找死，不搞企业信息化 是等

死。这句话道出了企业信息化 存在着两

难困境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理论界所

说的“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信息技

术生产率佯谬”是指信息技术投资与生

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表现出工 业技术与

生产率之 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反，表现

出的却是复杂的矛盾关系。自20世纪70

年代初到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信息技

术投资未能获得期望生产率，一般称之

为旧“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现象；自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虽 然信息技

术投资能够提高生产率，但企业信息技

术投资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相反却

是远远不足，一般称之 为新“信息技术

生产率佯谬”现象。笔者认为，当前产生

“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的原因之一是企

业的信息技术投资经常作为企业的项目

投资，而 不是企业的战略投资，且 没有

与企业的战略行为相融合。

一、信息技术的项目投资：企业

信息化两难困境的战略失误

在企业信息化 历史上，许多企业的

信息化 未能产生期望效益的关键原因之

一是企业把信息技术投资当作软件项目

投资或硬件项目投资来进行管理。产生

的原因与导致的失误如下：

1.项目定位不明确

人们一般认 为，只要进行信息技术

投资，就会自动产生收益。也就是说，人

们经常把 信息技术项目（IT）当作有魅

力的“银弹”，认 为它们会自动产生商业

利益（约翰·索普，2003）。其实，信息技

术要粘附到企业经营活动中，和企业经

营活动一起 来产生商业利益，而不是孤

立地产生经济利益。脱离企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而进行信息技术投资会导致投资

的失败。例如，三露厂在实施 E R P 时就

存在这种认识上的错误（汪若菡，2004，

《E R P ：中国企业 成败实录》，机械工

业出版社）：“从 三露厂人的反应来看，

E R P 究竟是一个管理项目，还是一个软

件项目，始终并不明确——这显然又转

回 到了 E R P 是量体裁衣还是削足 适履

的问题上来，系统 与企业业务流程及管

理实践是一个相互匹配的过程，需要双

方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进行管理改革”。

2.项目缺乏全周期管理

传统的项目管理周期较短。在时间

上，传统的项目管理周期仅为“设计——

发展——测试——交付”的一个管理周

期。而实际上，信息技术投资管理周期是

“从概念到现金”的一个全周期过程。它

包括做出投资决策、项目管理、交付、实

施、监控和持续调整等所有的方面（约

翰·索普，2003，P37）。例如，三 露厂在

进行 E R P 时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汪若

菡，2004：《 E R P ：中国企业成败实录》，

机械工 业出版社）：“根据合同，实施时

间为 1998年 4月1日到 9月30日，试运行

时间是1998年10月1日到 12月31日，正

式运行时间是1999年1 月1日，验收时间

是1999年3月30日，合同还约定了违约

责任 ：1998年 9月30日之前，如 不能完

成合同有关事项，每延期一天，联想集

成应向三露厂支付全部价款 5% 的赔偿

金”。这个 E R P 的项目时间表在实际运

行过程中被证明是不够的，缺乏项目全

周期管理，如项目的维护和持续改进。

3.单独而不是组合地进行项目管理

传统项目管理把企业的信息技术投

资作为一个单独的投资项目进行管理，

而不是把它当作企业所有投资项目和经

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组合管理，

从 而来协调信息技术投资和其他投资活

动的各项资产的风险和收益。

二、企业战略信息资源的集成：

企业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战略行为

相融合的理论解释

1 . 企业管理的核心 问题是信息问题

自古到今，企业管理主要是解决两

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最优配置企业资

源；二是如 何让企业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核心 是信息。西方

经济理论已经证明：在信息完全条件下，

企业可最优配置企业资源；在信息对称

条件下，企业资源可发挥最大效用。可

见，企业管理的核心 问题是信息问题。

2.信息资源集成机制是实施企业

发展战略的保障

企业信息化 就是通过企业信息技术

投资来构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收集企

业管理决策信息，从 而消除企业管理决

策中信息的不完全性 和非对称性。从 现

象上看，企业信息化 是信息技术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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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过程，包括企业网络 架构和软

件架构的建立、信息处理设备的配置、

各种办公自动化 软件和辅助设计软件系

统的使 用。从 本质上看，企业信息化 是

依靠信息技术来改 变人们联系与沟通方

式的过程，是依据企业信息运行规则对

企业业务流程的优化 过程，是对企业所

有人（从 总经理到普遍员工）的业务思

想改造过程，是从 整体上利用现代化 信

息技术对企业流程进行整合、优化的过

程。所以，企业信息化 就是构建信息资

源集成机制以 解决企业信息问题。

三、企业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

的战略行为相融合的实务证据

上海现代中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

（SU N D ISE）是一家中医药公 司。由于中

医药 当前难于被国际上所接 受，因此中

医药的国际化 就成为中医药公 司发展的

障碍。而中医药产品的国际化 首先必 须

进行中医药产品的标准化。只有标准化

的产品 才容易为国外所接受。而中医药产

品的标准化 必须进行中医药产品 生产的

现代化管理。由于中医药的生产、销售等

经营管理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没

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是不能完成的。

因此，公 司的战略是“四 化”战略 ：国际

化、现代化、标准化、信息化。公 司战略

是通过信息化 来支撑公 司的国际化、现

代化、标准化。公 司的信息技术投资的

具体策略也体现出了这个“四 化”战略。

一是与 美国M edidata Solutions公

司合作，实现产品经营的国际化。公司与

M ed idata Solutions公 司达成战略 合作

伙伴，采用 M edidata R ave@ 作为电子数

据采集（E D C）和临床数据 管理（C D M ）

的解决方案。遍布全球的业务和可在当

地提供本土支持的能力是M edidata公 司

获选的主要原因。M edidata 公 司将与上

海现代中医药技术发展公 司携手，开展

该公 司治疗肝纤维化的中药在美国的第

一项试验，并将为其进军美国市场提供

关键支持。上海现代中医药技术发展公

司的战略方针是确保试验快速高效地进

行，并且整个团队 能跨时区、跨语种地

协同工 作，选用M edidata R ave作为其

E D C /C D M 解决方案正是该战略的一部

分。另外，该公 司选择 R ave的关键原因

在于可以利用R ave在全球各地实时访问

试验数据，并按需生成统计报告，以 利

于快速的战略决策。同时，M edidata公

司基于互联网的平台，以 及在中国所提供

的本土语言和本土团队支持的能力，对于

上海现代中医药技术发展公 司所需的、

真正的全球性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其可

藉此轻松地协调位于加 州、德州等地的

研究单位、位于堪萨斯州的实验室以 及

位于上海的临床数据中心。

二 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百 洋医 药 集

团，利用其信息化 能力实现企业经营的

现代化。针对公 司信息团队相对落后的

现状，公 司在扩大规 模发展战略过程

中，选择了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

其主要股东。因为百 洋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除了熟悉医药行业外，还拥有一支强

有力的医药信息化 团队。百洋信息部是

百洋医药集团直属的 IT部门，肩负着百

洋信息化 建设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和

运维工作。百洋信息部自主研发的 E R P

平台和 K O A 协同办公 平台等企业系统，

为集团推进信息化 建设、提高集团员工

办公 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做出了重

大贡献。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专业化

的信息团队对公 司的信息化 是很好的技

术保障。实际运作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如

在公 司的生产基地和示范工程基地，建

有国内最先进的中药制药生产控制系统

（D C S），并在建成后与远在长宁的总部

信息平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计算机 远

程监控；全国的销售网络管理也是由股

东单位提供技术支持平台并整合到总部

信息平台上的。

四、企业战略与信息资源集成

的思路

企业战略信息资源集成涉及企业信

息资源与企业战略、企业业务流程、企

业信息组织、企业信息人员、企业信息

技术、企业信息服务、企业信息用户和

企业信息文化 等要素之间的集成；企业

战略信息资源集成与企业战略管理是一

个耦合的过程，这种耦合关系一方面说

明战略管理的基础是信息资源集成，另

一方面说明信息资源集成的首要目的是

为企业战略服务。因此，必 须把信息技

术投资与企业经营战略进行集成管理。

笔者认 为，企业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战

略管理的集成管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

方面：

首先，企业信息技术投资要融入到

企业战略管理之中。企业信息技术投资

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

能仅仅把企业信息化 当作一个投资项目

来进行管理。随着社会进入信息经济社

会，多变性与复杂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

常态。企业不仅要从 经营管理向战略管

理转变，而且要从 基于传统的线性战略

管理向非线性战略管理转变。企业信息

技术投资不是越多越好，其与企业经营

战略集成化管理的适宜度就应该体现在

企业信息机制建设的需求度上。企业信

息技术投资也不是简单地把企业信息技

术“做 大”、“做 强”和“做小”（精益），而

是要不断融入到企业经营战略之中，使

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

其次，企业战略管理要以 企业信息

技术投资为前提。企业战略本质上是一

种有效的、为了企业长期存在和发展的

行动纲领，是企业内外资源的长期有效

配置的模式。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拥有及

时、相关的决策信息。企业战略管理必

须以 建立现代企业信息系统 为前提。而

企业的网络信息技术投资的战略管理的

核心 ，就是如何对企业网络规 划和资源

配置进行决策选择，来确保网络的有效

利用和正面回 报。

（作者单位 ：上 海大学国际 工商与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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