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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成为当今世界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信息技术迅速渗透到各个领域，已成为继土地、资金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之后的又一重要资源要素。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所形成的外部压力，使企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一方面，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为企业带来了更高效的生产和管理手段，实现了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快的
反应能力，并有可能参与全球分工获得新的商业机会；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深人应用加快了经济运
行节奏，使得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外部竞争和日益上升的组织内部调整和转型的压力。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企业只有正确理解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与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
才能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使之成为改善管理，提升效率，获取竞争优势的促进因素和有效手段。
企业的信息化经过多年的发展，业务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早期单个部门零散的办公、业务自动化发
展到企业各个运作环节的全面整合以及供应链各环节的整合。
企业IT应用水平的层次也不断提升，从业务管理发展到运营管理，进而又发展到知识管理和战略管理
。
范围和层次的提升使得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全面和深刻，对管理的冲击也越来越
大，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相关的管理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信息系统、制造资源汁划、企业资源计划、计算机集成制造、办公自动化
、决策支持系统、工作流管理系统和经理信息系统等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各类管理系统得到了广大企
业的认可和推崇。
中国加人WTO后，国内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迫切需要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
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其中，企业信息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也
是企业和国际接轨的重要途径。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发展道路，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举
措。
中国企业信息化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并形成中国特色。
目前，中国大、中型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日益广泛和深入，信息技术逐步成为企业业务与管理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许多中、小型企业也不断积累信息化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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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在分析企业IT应用水平提升的各种影响因素作用的基础上，结合一般常
识和调查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出企业IT应用水平提升过程中4种典型的
发展路径，并从微观角度解释和修正了N0lan的IT发展阶段模型和世代模型；在说明模型的可用性之后
，具体分析了高层意愿IT投资力度、管理水平、员工能力和态度、业务与技术互动等内部影响因素如
何影响IT应用水平的发展；还介绍了企业管理者通过模型对企业IT应用水平发展过程进行预测的方法
和步骤，以及如何通过控制和调整这些影响因素以保证企业IT应用水平的良性发展。
    本书可供信息经济类、管理类等相关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阅读参考，对关注企业信息化的企业管
理者、管理咨询顾问和企业经营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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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企业IT应用经济性的研究对IT应用该不该做的问题最终给予了肯定回答。
在企业IT应用评价模型、IT应用阶段和IT应用关键影响因素3个研究领域中尽管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
但对于企业IT应用怎么做的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深人探讨的空间。
IT应用评价模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或测量方式，对于提醒企业IT应用管理关注哪
些方面工作，各方面工作关注哪些指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有的评价模型还包括评价所对应的企业IT应用或信息化水平的等级模型，进一步帮助企业定位目前状
态，了解下一步工作要点。
这类研究目前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但IT应用评价模型研究存在下列局限：（1）通过评价可以帮助企业发现某些测量对象的不足，但是如
何有效改进是评价模型并不回答的问题。
而IT应用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能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补充。
因此，有必要促进相关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2）评价模型虽然各具特色，却又引发了评价模型选择问题，评价模型本身的优劣能否评价？
企业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评价模型？
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评价模型的意义将受到局限，进一步研究也难以深人。
（3）企业IT应用是信息系统管理应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而系统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各个局部的最优却可能导致系统的低效。
因此，评价模型面临更多挑战。
IT应用阶段研究也同样希望对企业IT应用怎么做的问题有所贡献，但其侧重从企业IT应用现象中归纳
和总结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Nolan阶段模型作为其中典型代表，其标志性的S形曲线特征符合许多事物成长的规律。
发展经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特征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阶段与等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般来说，更晚的发展阶段其水平等级更高。
或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IT应用将逐步迈入更晚的阶段，将积累达至更高水
平。
而确定了不同阶段之后对于企业IT应用所处阶段的归属判断，就需要根据阶段特征变量对企业状态进
行评价。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IT应用阶段研究与IT应用评价模型研究殊途同归。
两者的差别在于侧重点优先次序不同。
阶段研究侧重关注企业IT应用发展的先后状态，而后有所评价；评价模型研究侧重评价体系的构建，
而后对发展先后的不同等级有所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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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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