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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管理革命的管理软件革新

赵中秋 黄建军 李金林

摘 要

关健词

管理革命是企业发展的原动 力
,

管理软件 则是管理新 思想 实现的工 具和手段
,

推动管

理进步
。

本文探讨 了管理新思想与管理软件 的发展
,

研究 了数字化管理软件的 实现技

术与发展趋势
,

总结 了数字化管理软件 的规划 目标
、

实现技术并提出 了一些建议
。

管理革命 管理软件 数字化 管理

数学化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一场新的管理革命
,

它将为世界各行各业的生存
、

发展提供根本的推动

力和创造力
。

管理软件是管理思想和模式的载体
,

是

管理思想得 以实现的工具与手段
,

软件革新将推动

管理进步
。

一
、

管理革命与数字化管理软件

互联网技术 的出现使得知识和信息的创建
、

加

工
、

传播方式发生 了根本性的改变
,

也必将引起 一场

基 于知识和信息的经济形态的变革
。

数字化经济就

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络
、

基于知识
、

基于信息的经济形

态
。

企业在数字化经济形态中的竞争环境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

经济发展全球化
、

竞争形式多样化
、

商业

运作方式也实现了数字化
。

特别是  ! ∀#  ∀ ! 及交互式

网络应用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商业运作方式 ∃ ,

全球网

络供应链 %& ∋( ) ∗ ∋ + ∀ !, ( #− . / 0 0∋1
,

简称 & + . 2 3将取

代传统的科层式供应链
,

客户经营将取代产 品经营
,

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将从产品销售转向客户服务
。

数字化经济时代呼唤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
。

管

理革命就体现在思想与方法的变革上
。

一百多年以

来的传统管理学派
,

如泰勒的科学管理
,

亚当斯密的

分工论
,

法约尔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理论
,

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但也留有明显的时代烙

印
,

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

而以集成化
、

数字化为发展

方向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将成为主导潮流
。

这种变革

主要体现 以下几个方面
4

5
6

以客 户为 中心 的 网 络供应链的管理

供应链管理即将原料
、

单据
、

信息和资金流融合

在一起
,

进行汇 总管理
,

优化产品的采购
、

制造
、

运

输
、

贮藏
、

销售
,

对各个环节进行计划
、

控制
。

它把从

零售商那里 得到的关于某些产品每天的销售信息反

馈给制造商
,

以辅助设计
、

采购原料和产量方面的决

策
。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
,

产品的制造商
、

经销商和零

售商之间的界限变得 日益模糊
4

制造商仅仅承担设

计产品和品牌宣传而委托别人装配
7
零售商面临着

崭新 的竞争者
,

比如因特网销售商和直接向客 户 出

售产品的制造商 7 而原本已被认为将要 随市场机制

变化 而淘汰的中间商
,

将以崭新的姿态异常活跃起

来
,

他们往往从制造商和零售商那里把储存和搬运

商品的种种后勤工作包揽过来
。

随着因特网的发展
,

制造商将走到前台
,

直接 面对用户
。

这就是数字化经

济时代供应链的雏形
,

科层式的供应链将转变为基

“

数字化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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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9 :; < 9 ; : 的开放式全球网络供应链 1 ∃ 2
,

如图 %
。

图 中 %兀= 表示数字化客户
,

这些客户将通过多

媒体信息机
、

移动计算机等更为便捷
、

自由地在网上

购物和获得服务
。

图中 7 / 代表数字化企业
,

它不仅

是上 网交易
,

更重要的是它是 1 ∃ 2 中的一个数字化

插件
。

7 / 的内部运作亦将数字化
,

以建立与 1 ∃ 2 的

通畅连接
。

信息
、

知识乃至资源不仅存在于企业中
,

而是存在整个 1 ∃ 2 之中
。

7 / 7 / 7 /

圈 基 于 09 : ; < 9 ; : 的全球网络供应健 1 ∃ 2

供应链管理是以客户为中心 的
,

供应商与客户

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

其关系将不再局限于销

售产品
,

而是以服务的方式满足客户 的需求
。

越来越

多的 客户不仅以购买产 品 的方式获得所需要 的能

力
,

他们更将购买应用的规划与实施
、

系统的运行维

护等
。

本质上
,

他们需要的是某种效用或能力
,

而 不

仅仅是产品
。

企业必须更为认真
、

深人地 了解每一个

客户的特殊要求
,

才能巩固其与客户 的关系
,

这是 一

种长期的有偿服务
,

而不是产品时代的一次或多次

的购买
。

>
#

企业流程再造;

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
,

亚当斯密的分工论形成

的传统企业运行机制与组织体制受到强烈的冲击
。

工作效率低下
,

无人监察全过程
,

组织僵化
,

机构臃

肿
,

缺乏柔性
,

协调复杂
,

管理成本高等
。

企业流程再

造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由美国管理学者迈克尔
·

哈默 %< =∀ > ∗ ∀ ∋ ? ∗ ≅ ≅ ∀ # 2等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管理

思想
。

这种思想的主线是对业务流程进行根本的再

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
,

以提高企业效率
。

企业流程再

造必须彻底摒弃在企业沿袭百年的
、

固若金汤的金

字塔形组织结构
。

在以流程为中心的企业里
,

各种传

统的生产要素
,

比如组织形式
、

职务安排
、

奖金分配
、

技能组合
、

考核制度
、

设备管理
、

人力资源等必须从

根本上重新考虑 和彻底改变
。

这需要一种全新的思

维方法
,

如并行工作流程
、

以 任务为中心 的组织结

构
、

扁平控制模式
、

全面 质量 管理 % Α ( ! ∗ ∋ Β/ ∗ ∋=!1

Χ(  ! #( ∋2 等
,

企业流程再造还需要价值观
、

激励机制
、

人际关系
、

行为准则
、

心理状态等一系列企业文化的

根本转变
。

Δ
6

敏捷制 造

58 85 年美国在总结 日本
、

德国和本国经验的基

础上
,

提出敏捷制造模式
,

并认为这是莫定美国 Ε5 世

纪经济霸主地位的战略举措
。

敏捷制造模式指企业

具有抓住瞬间即逝的机遇
,

快速开发高性能
、

高可靠

性的新产品的能力 7 具有通过编程实现的
、

可重组的

模块化加工能力 7 具有按订单生产
,

以合适的价格满

足定制产品或顾客个性化产品需求的能力 7 具有企

业间动态合作的能力 7 具有持续创新的能力 7具有与

用 户建立一种完全崭新的
“
战略

”
依存关系 的能力

。

美国波音 ΦΦΦ 的研制过程
,

就是集当代信息技术与先

进管理模式之大成
,

是敏捷制造模式的雏形
。

Γ
6

精益生产

针对企业大量生产方式的弱点
,

日本学者将 丰

田公司
“

取消一切不必要的活动
,

杜绝浪费
”
的丰 田

生产方式进行了总结
,

将其称之为
“ Η∀∗  Ι #( ϑ/Κ ! =(  ”

精益生产
。

精益 生产的基本思想是
4
减少以致撤消非

增值人员和 岗位
,

彻底消除各种浪费 7 总装线上的工

人实行集体负责制
7
从尽快供应用户需求出发

,

从全

局上看效率
7
激发工人的工作主动性

7
企业在车间与

车间之间
、

供应商与生产厂之间
、

协作厂与总装厂之

间
,

将传统的物流方式由推动 %0 /Λ > 2方式变成拉取

%0 / ∋∋2 方 式
,

即准时生 产方式 % Μ/ Λ! = ! =≅ ∀ ,

简称

Μ Α 2 。

实 践 表 明
,

精 益 生 产 的 Μ Α 与 <Ν Ι∋ ∋

%< ∗  / Ο∗ ∀ ! / # =  Π Ν ∀ Λ( / # ∀ ∀ Λ Ι ∋∗   = Π 552 结合起来
,

能

够带来企业生产效率的明显提高
。

Θ
6

智能管理

通过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企业的每个管理环节

建模与仿真
,

找出存在的问题
,

并利用仿真结果改善

企业业务流程
,

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体优化
,

提高

管理活动的智能程度
。

同时
,

为企业系统设定合理的

参数指标
,

计算机系统会自动检测理想参数与实际

值之间的偏差
,

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智能化的支持
。

Ρ
6

利用外部资源Σ及应拟企业一体化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
,

竞争是市场机制的核心
。

市

场机会变动频繁
,

所需资源组合不一
,

单独一个企业

的资源难 以迅速形成竞争优势
,

企业集团与传统 的

企业联盟难以适应
。

因此
,

利用外部资源成为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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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代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方针
,

在

1 ∃ 2 中
,

作为插件的企业应将利 用外部资源视作招

揽人才和聚集资源
,

应从战略角度看待利用外部资

源问题
。

其目标不在 于获得最有利 的交易
,

而在于获

得最佳伙伴
,

然后再围绕着这种伙伴关系建立一种

健全的管理体系
。

企业的形态和边界将发生根本性

改变
,

数字化企业将与 1 ∃ 2 溶为一体
,

其运作范围

将扩展至整个 1 ∃ 2
。

数字化企业之间通过相互整合

1 ∃ 2 的全部资源
,

实现最佳收益和最佳组合
。

1 ∃ 2 资源 整合的另外一 种形式是虚拟 企业

! ?< :≅ Α% / 9 :; <Β < ?Χ ;  
,

即企业间为获得某个市场机会

而组成的
、

动态的
、

暂时的经营实体
,

是企业之间的

动态联盟Τ 。

在虚拟企业
,

每个成员根据新的市场机

会提供 自己的核心能力
,

资源对一个成员来说均从

外部获取
。

成员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其关键资源
、

核心能力
,

从而使其各具专长
、

形成特色
,

成员之间

优势互补
、

降低成本
、

实现风险分担
、

成果共享
,

并且

可 以根据市场机会的变更迅速实现资源的重组
,

创

造出具有高弹性的竞争优势
。

事实上
,

上述每个方面都涉及到数字化管理软

件的运用和支撑
,

如果缺少了这种支撑
,

管理革命就

会失去动力
。

管理软件是以管理思想与方法为核心
,

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和 计算机技术
,

模拟企业管理

的客观实际
,

帮助甚 至代替人实行科学管理 以提高

管理效率的媒介与手段
。

管理软件是管理思想和模

式的载体
,

也是新 的管理思想得以运用和 实现的工

具和手段
。

例如 < Ν Ι
、

< Ν Ι∋ ∋ 等软件带给企业准时

生产
、

精益生产等当时先进的生 产管理思想和模式 7

Υ Ν Ι 给企业带来基于供应链的管理思想和模式
。

管

理软件革新也将推动企业管理进步
。ς 管理软件虽 不

是企业管理进步的唯一途径
,

但已经是越来越重要

的推动力
4

它使先进的管理思想 和方法应用于企业
,

促进先进管理经验在企业间的传播
,

推动当代商业

运作迈向电子商务时代
。

二
、

数字化 管理软件 的基本构架与实现

技术

5
6

数字化管理软件 的基本构 架

数字化管理软件是具有数字化经济时代管理特

征的软件
。

数字化管理软件追求高度的商业智能
,

协

助企业做出最佳决策
,

实现业务处理流程的持续优

化及信息的持续改善
,

对企业的供应链
、

客户关系
、

生产制造
、

财务
、

项 目
、

人力资源等进行全方位的管

理
,

达到资源充分利用
,

费用最少
、

效率最 高
、

利润最

大化的 目标
,

并从战略角度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数字化管理软件有很强的系统性
,

每个模块均

有其独立 的 目标
,

各个模块相互依存
,

实现企业信

息
、

知识等资源的共享
,

达到总体目标的优化
。

其基

本模块包括
4

供应链管理
4

企业提供一个统 一
、

集成的环

境
,

可以简化供货进程
,

提高服务质量
。

∃ 生 产制造管理 4
通过整合生 产制造的各个 环

节
,

使制造管理软件可以广泛掌握需求信息
,

使企业

全 面计划 一步到位
,

提高产品制造过程的效率
,

增加

公司收人
、

盈利能力和客户忠诚度
。

3 客户关系管理
4

通过加强客户关 系管理
,

企业

可 以增加盈利
,

降低销售及服务成本
,

巩固客户关

系
,

提高客户满意度
。

;财务管理
4

集成传统核算型财务软件
,

向管理

型财务软件发 展
,

增加财务计划
、

财务分析
、

费用控

制等一 系列管理功能
,

从部门级软件发展成为企业

级
、

集团级财务软件
。

公司可通过其实施全球管理
、

降低管理成本
、

加快结帐速度
、

改善现金 管理
,

同时

还能提供准确的决策所需的战略信息
。

Ω 项 目管理
4
提供集成 的项 目管理环境

,

支持企

业各个项 目的完整生命周期
,

促进收人增长
,

提高盈

利能力
。

Τ人 力资源 管理
4

良好的人力 资源管理可 以优

化企业基础
,

加强 竞争实力
,

发挥员工 的主 动性
、

创

造性
,

实现人本管理
。

Ε
6

数字化管理软件 实施的关健技术

数字化管理软件的实现思想需要融合最新的管

理理念及互联网技术
,

从管理思想
、

应用模型及技术

手段 三个方 面彻底解决传统管理软件 的瓶颈
,

为企

业管理提供崭新的
、

总体拥有成本 %Α ΧΞ 2最低的解

决方案
。

数字化管理软件实施技术总的发展方向有两个

方面
,

一是将需求分析
、

设计
、

编程集为一体
,

实现智

能编程 7 二是构造软件的功能高度非过程化和模块

化
。

具体来说
,

数字化管理软件实现 的关键技术有
4

采用多 目标的系统工程方法
、

复杂系统仿真

等技术手段作为实施技术的基础
,

建立合理的模型
,

从全局 的角度进行系统的规划 和设计
,

即要考虑企

业 整体效率的提高
,

又要兼顾企业流程的合理改善
。

∃ 基于浏览器Ψ 服务器 % Ζ#( , Λ∀ # Ψ.∀ #[ ∀ # 2 的计划

模式
,

模块化设计
,

面向  ! ∀#  ∀! 的数据仓库以及实

现这一架构的 Μ∴ ] ∴ 技术
。

目前主流产品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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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 ( < Α ; %;
、

0. Δ 的 7 . Ε > 和微软的 2Φ , 2 / ∗ ! / ∗ 平台
。Σ

为主要 的数据库
4

操作系统平台多采用 ⊥ + =_ 和 + Α

数字化企业管理软件

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计划 5 5 供货管理 物料管理 定单管理 售后服务 质量管理

生产制造管理

新产品设计 5 5计划与模拟 供应管理 生产管理 成本管理 质量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

销售管理 市场管理 服务管理

财务管理

电子管理 客户关系

核算财务软件 5 5 财务计划 财务分析 费用控制

项目管理

交叉项目分析日项目跟踪 55成本管理 55个人工作时间 ⎯∋项目票据管理日核定项目费用额

人力资源管理

新招聘补充 5 5 培训 奖惩 工资管理 α ∋ 组织计划

图 Ε 4

数字化企业管理软件 的基本构架

3 采用网络系统开放技术
4 & + . 上所有计算机

软件都应该是开放的
,

也就是说需要 具有可 移植性

和互用性
,

实现 & + . 的异域集成
。

开放与异域的前

提就是要统一标准
,

它主要涉及管理信息系统
、

信息

交流与服务
、

数据库
、

用户界面
、

软件开发工具
、

系统

管理服务
、

数字保密等七个方面
。

系统开放性设计还

包含与电子商务
、

办公 自动化的整合应用
。

;采用智能化技术
4

数字化管理的支持决策功

能是非常强大的
,

决策的形式以计算机辅助量化决

策为主
。

因此
,

全方位的管理软件中要根据实际情况

设定一系列的指标
,

计算机通过数据仓库采掘数据
,

经过模型计算
,

与系统设定的理想指标数据进行拟

合
,

并将处理结果提交决策人
,

辅助决策 7必要时候
,

需要能够对决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进行分析
。

三
、

管理软件创新的对策建议

我国 目前企业对数字化管理软件的应用还 处于

本地化应用 阶段
,

一些应用主要 还是集中在单项应

用方面
。

具有集成化应用及辅助决策职能的数字化

管理软件将最终是管理软件的发展方向
。

在 8: 年代

以前
,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在企业的应用 并没有给

企业带来预期可见 的经济效益
,

经济学上称这种现

象为
“
生产率悖论

” 。

8: 年代以后
,

以管理软件为中心

的电子商务的发展带动了信息产业的巨大进步
。

但

是管理软件还存在着 觅待改进 的方面
,

其根本原 因

在于处理办公事务的流程 和方式没有改变
。

软件商

在实现管理软件功能的时候
,

沿袭甚 至直接模拟手

工业务处理方式 和处理流程
,

会使许多不合理或无

效的工作进行计算机 自动处理
,

造成流程上 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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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甚至资源的浪费
,

因而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

的一个前提
,

即管理的可计算性
。

在探讨数字化管理软件 的应用时
,

必须做到 以 3 数字化管理软件要求具有灵活的扩展性
,

随

下几个方面
,

否则便不可能真正发挥管理软件的作 着移动通讯的普及
,

笔记本电脑
、

掌上电脑 % Ιβ ∴ 2以

用
。

及信息家电 % ∴ 2 等均将成为 & + . 的终端设备
,

因而

在企业实际 管理过程中
,

贯彻先进的管理思 要求管理软件要从企业级扩展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想
,

首当其冲的是实施企业业务流程重组
。

全方位管 的终端设备
。

理软件是对企业物流与资金流等进行一体化管理和 ;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
,

具体制订实施方案
。

数

集成化运行的计算机软件系统
。

系统的应用涉及到 字化管理软件的针对性极强
,

要对于具体的企业情

财务管理部门
、

物料管理部门
、

销售部门
、

生产部门
、

况
,

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

为企业的管理与决策提供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

知识管理部门
、

市场客户管理部 真正的辅助支持与帮助
。

门等等
,

并且强调 系统运行的整体集成性
、

数据共享 Ω 管理软件要 注重产 品的质量
,

还 要切实抓好

与数据一致性控制机制
。

为了保证企业在应用数字 服务质量
。

这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

也是企业发展

化管理软件系统时取得预期效果
,

必须对企业手 工 的必然
。

业务处理流进行了重新设计
,

即前文所论及的企业 Τ克服形式化的现状
,

以提高效率为根本原则
。

流程再造
。

办公 自动化倡导
“
无纸化

” ,

但是却导致报告或提案

∃ 要加强软件决策的合理性
,

因地制宜地构建 越来越厚
,

越来越追求表面 的华丽
,

而忽视管理效

数学模型
,

使决策有较强的可信度
。

这是数字化管理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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