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乙方，因为甲方出思想、提需求，乙

方出技术来实现，只 有想不到而没有做

不到。

二 次开发工作非常复杂，对于甲方

参与者来讲，必须熟知业务，明确每一

业务环节的最高追求，具备主人翁的责

任感，并了解E R P的工作模式和信息技

术的最新成果，才能提 出科学的、先进

的、能够实现的功能需求。如 果功能需

求定义得不完备，水平较低，那最终开

发出的软件一定好不到哪里。因为软件

编写人员不可能精通企业具体某方面的

业务，又由于压 缩开发成本的考量，乙

方不会在开发过程中为每一个模块锦

上添花。

五、按信息化的要求进行人才

培训

企业信息化需要大量的信息化人才来

支撑。信息化人才有高端和低端之分，高

端人才要具备参与构建一个信息系统的能

力，低端人才要具备驾驭一个信息系统完

成业务工作的能力。企业信息化是一个长

期的、无休止的过程，其人才需求也是一

个持续的、不间断的过程。若想使企业始

终处于并保持高水平的信息化程度，就必

须培养和造就一个优秀的信息化团队。

1. 高端信息化 人才需要具备的知

识和能力

高端信息化 人才必须熟悉企业的工

艺流程，懂得业务流程管理（B PM ），掌

握系统 方法（数据流图、分析流程图、

模块结构图、问题分析图），熟练运用

W O R D 和E X C E L，充分认知 E R P的核

心 思想与工作模式。

2 . 一般信息化 人才需要具备的知

识和能力

企业实施E R P将改 变企业的生产、

经营和管理模式，每一个员工 将在E R P

这个系统平台上，驾驭电脑和软件模块

完成其所承担的业务工作。因此，每一

个员工都要具备一般信息化人才需要具

备的知识和能力：必须熟知系统运作模

式和所用模块的操作规程；必须了解本

岗位由谁提供哪些输入、做哪些处理、

将结果输出给谁、在本地要做哪些留

存；其工作结果对谁有什么影响；如 果

遇到不能处理的业务向谁请教、系统故

障向谁报告；如 果出错有何后果、要承

担什么责任等。总之，新的系统运行前，

充分的培训是必需的。

上述五个方面的准备工作，是E R P

得以 成功实施和顺利运行的根本保证。

任何一个环 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

信息化 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李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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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科技创新实践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2008年11月6日由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

第二集团公 司重组整合而成。集团公 司实行母子公 司和事业部管理体制，设有防务、飞机、发动机、直升机、机载设备与系统、

通用飞机、航空研究、飞行试验、贸易物流、资产管理、工程规划建设、汽车等产业板块，下辖近 200家子公 司（分公司）、有20

多家上市公 司，员工 约 40万人。2011年在世界500 强企业排名中，集团排名第 310位。

2011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六十周年华诞，回顾过去的六十年，歼击机系列从歼 -5、歼 -6、歼 -7到歼 -8、歼 -10，预警机、

加油机系列从无到有，民机方面新舟系列、运 -12系列等广泛运用，航空工业诞生的每一个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都为我国国防现

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集团还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尖端科技人才，目前，

集团拥有科研专家近400人，其中两院院士15人。

“十一五”期间，集团还大力加强产学研合作，与多所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进建设开放的科研体系。此外，集团还充

分运用信息化 手段，通过推动服务于全集团的公共资源平台建设，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2008年，集团正式启动了2030年航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十二五”规划工作，包括集团公 司所有院士在内的专家团队参

与了规划的编制。2010年，集团完成了涵盖近、中、远期的指导航空科技发展的近50份报告，有效地引领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发展。

同年，集团组织所属单位开展了“方法研究、项目评价、理论研究”三结合的深入式培训，形成了符合航空特点的技术成熟度评

价标准，加快了集团自主创新的转变速度。创新，已成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长期稳定发展的驱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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