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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吕亮 仲梁维 金鑫

信息化建设中的业务协同

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不应该是

一个刚性的、 固定不变的系统， 而

应该是对外部市场环境有很强的适

应能力， 即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

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使企业信息

系统建设与企业业务发展相

匹配，从而整合企业核心竞

争力， 实现企业信息化最大

价值。

壹壹 协同系统的实施背景

本文以上海某大型国有

机床制造企业为例，针对企

业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业务协

同管理问题，通过具体的调

研，发现国有企业常见的通

病如下 ：

1. 大多数企业级的关键

流程（如新产品的研发），在

实际运行中往往被分割为多

个不同部门的业务流程，各

个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

渠道，在业务交接时往往只

能通过会议决定、联络通知

等形式进行交接，在此过程

中也会因为各部门的职责区

分不清、信息未能及时沟通

等原因造成工作失误，甚至引起激

烈的内部矛盾。此现象在大多数国

有企业中仍大量存在。

2. 很多重大的工作失误或整体

作业效率低下，往往是由上下级之

间、部门之间、不同作业环节之间

的信息未及时沟通造成的。

3. 存在很多管理失控现象，并

造成了各种管理损失（如产品生产

交货延期等），而这种失控是因为

一些关键的流程节点没有设

置或难以设置自动监控手段

造成的。

4. 大部分企业的业务流

程不能延伸至供应商或开发

商，无法实现上下游合作伙

伴之间的业务协同管理。

5. 领导也很重视部门之

间协作的重要性，为此，经

常会在会上加以强调，并安

排一些中层领导的培训课程，

以提高部门领导的协作精神

和团队意识。但这类措施最

好的效果，往往只是解决了

部门之间领导在沟通时的语

气和态度，并不能根本解决

整体业务的效率低下和过程

失控等管理问题。

贰贰 业务协同管理

目前，大多数企业还一

直停留在专业化管理和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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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时代，但是伴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与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企业

自身必须懂得怎样突破传统单一系

统流程的技术束缚，全面提高作业

的协同管理能力。

协同作业管理是指解决跨部门、

跨平台业务流程中存在的效率低下、

过程失控等问题的一种管理技术，

即通过整合部门流程，消除流转中

的人为延迟、信息不畅、缺乏复杂

逻辑控制能力等流程技术问题，全

面加快流程的流转速率，提升企业

级关键业务的过程控制能力。

企业信息化中的业务协同管理

建设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建

立企业自身的业务协同管理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

专门负责企业级业务流程分析的团

队，通过各项制度和系统支持 , 形

成跨部门处理协同管理问题的专业

机制 ；二是从系统流程设计方面实

现企业业务协同管理的优化。

叁叁 建立企业自身的业务协同管

理运行机制

很多部门之间、业务协同关系

的改进活动影响面很大，实施改进

的难度也很大，为此，企业内部必

须建立及时应对各种协同问题的管

理机制，最好通过该企业总经理牵

头，逐步建立企业自身的业务协同

管理机制，具体应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

1. 吸取当前许多日本企业的先

进经验，对于各级管理人员协同系

统开发人员，对于发生的业务之间

和部门之间的协同问题，建立相应

的问题记录制度。

2. 建立协同问题联络会议制

度，此制度主要是为了通报问题和

协商制定分析报告，通过会议协商，

做出最终的对策决定，并将对策决

定的内容纳入到企业相关业务改进

方案中。

3. 培养企业级业务分析人员，

并与系统开发人员制定季度、年度

业务分析报告，通过该制度确保分

析报告得到相关业务部门主管的充

分理解，以便在此后的审批和实施

环节，得到主管部门的肯定。

4. 建立企业各部门协同能力测

评制度，此制度可确保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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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一些相对隐蔽的协同作业问

题得到正确的重视及处理。

以上几个制度都是为了发现和

确认管理协同的问题，以确保业务

协同管理机制的有序运行。图 1 为

具体的业务协同管理示意图。

肆肆 系统的主要协同管理模块

1.产品并行设计管理

建立产品并行设计管理方案可

达到以下目标 ：

（1）工艺性、制造成本、性能

品质评价的同步进行。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本系统可通过此协同平台，

使品质、生产技术、售后服务、供

应商等相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在设计

阶段就介入设计评审活动，并对设

计方案提出各自的改进意见，确保

产品设计和工艺制造的一致性。

（2）提高了产品设计、产品检

验、采购及制造成本核算的同步实

施能力。此系统在完成与工艺系统、

质量管理系统的数据自动交换后，

可以使下游部门及时获取设计部门

冻结的已完成设计数据，并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及时展开各自的生产准

备工作。

2. 质量成本控制协同设计

在进行质量成本的控制过程

中，必须首先确保质量成本的实时

数据采集和统计能力，而质量成本

包含产品质量损失和外部产品质量

损失，以及管理质量损失等，当需

要掌握内部产品质量损失数据时，

必须采集报废或损坏零部件的人力

成本、材料成本、辅料成本、维修

成本等数据，同时必须掌握零部件

的工艺BOM、材料价格等各种信息，

为此，开发出具有自动计算报废零

部件实际人力成本、材料构成成本

能力的数据采集和统计模块，同时

和产品检验流程进行连接（如图 2）。

3. 产品库存动态调整协同管理

此协同模块是一个涉及生产计

划管理、库存管理、销售计划管理，

以及产品物流管理等部门的老大难

问题，因为影响产品库存多少的管

理原因很多。通过详细的协同能力

分析，此方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解决。

（1）确定了明确的库存控制标

准，建立了企业的产量和销售量基

准数据库，对企业以往和现在的产

销量进行实时记录。根据产量和实

际销量、市场预测，使此控制标准

根据产量和产销比的变化而变化，

进而触发调整产量和发货计划的作

业流程。

（2）开发了企业实际库存数量

的实时采集能力，确保库存数据的

精度。企业的产品库存可分为市场

库存、途中库存和公司库存三部分，

所以实际库存数需要从库存管理系

统、物流管理系统，以及销售管理

系统中抽取数据，完成实时数据的

统计。

（3）根据系统对实际库存数和

所得到的库存控制基准，向生产计

划部发出计划调整的作业指令（如

图 3）。

在企业的业务协同管理方面，

一是从企业自身运行机制入手，建

立企业自身的业务协同管理运行机

制，确保企业能持久快速地优化自

身的协同业务流程 ；二是从企业系

统流程设计方面保证企业运行中业

务协同的正常进行。■

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 ( s30504)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发展报告2008[R]．中国

科学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08：2

[2 ]彭常青.我国企业管理信息化问题研究

［D］．吉林大学，2006．

作者单位

吕亮 金鑫 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仲梁维 上海理工大学CAD中心

本栏目编辑 程丹丹 张西振

收集分析海量的各种类型的数据，并快速获取影响未来的信息的能力，

这是大数据技术的魅力。未来，决定、评价企业价值的最大核心在于数据。

数据积累量、数据分析能力、数据驱动业务而非流程驱动业务的能力将是决

定企业生死和是否有价值的最大评判标准。

1.对政府来说，应用大数据技术，把原来大规模投资产业园改造为智慧

工程；提升应急处理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提升各部门的服务效率。

2.对企业家来说，将现代技术（大数据、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等）与企

业运营管理实践相结合，系统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这个问题上，先行者

的优势非常明显，快是必要的。

3.对投资人来说，捕捉发现一二级市场的大数据概念投资机会，发现并

培育黑马，在下一轮股市周期分享巨大收益。

4.对咨询师来说，密切关注学习科技创新，并与企业客户的咨询实践相

结合，协助客户导入新技术，新思维，完成能力升级。借助现代科技实现商

学思想。（宋方）

·点滴· 大数据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