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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述国内外 ER P 的发展过程, 提出虚企业的概念, 指出它与 ER P 软件系统的关系, 揭示

ER P 软件中的模型与BPR 之间的内在联系, 探讨其结构的演变过程, 分析引入该概念的意义

和对信息系统研究的影响, 如独立于现有企业实体的企业理论模型的研究, 优化的企业流程、

企业构架的建立; 传统信息系统开发方式的改变, 不应仿照原企业的构架建立企业管理信息系

统; 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实施方式的改变, 强调理论模型对信息化的企业管理及其实体结构的影

响; 最后指出虚企业发展的过程为软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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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M R P II(m anufactu ring

resou rce p lann ing) 引入我国以来, 已经有 20 年

了[ 1 ]. 近几年来我国的 ER P (en terp rise resou rce

p lann ing) 的发展非常迅速[ 2 ] , 但是国内理论研究

似乎始终不多, 国外相关文献也比较少, 其结果是

国外已经将 ER P 的概念扩展到‘电子商务’, 而国

内还有许多人对 ER P 的并不了解. 本文试图在理

论上对 ER P 系统作些探讨, 并认为过去国内在该

领域的发展迟缓是与忽略了对“虚企业”的研究

有关.

本文讨论的“虚企业”是指在信息流上运作的

“电子”企业, 这实际上就是信息系统实现的企业

模型, 优化了的“虚企业”就是 ER P 软件系统. 如

此命名是想强调这是个已经用信息系统构建起

来, 有着自己的管理流程、自己的企业结构、但可

以方便定制的模型以及该模型与企业实体相对的

独立性, 是个知识积累的结果, 以区别于传统信息

系统看着企业作系统的思路, 这是作者在学习

SA P R ö3 系统中体会到②、且国内、外的文献中没

有提到过的. 能够早些认识到这一点, 会对我国的

ER P 的发展、电子商务发展、信息系统概念的发

展有一定的好处. 因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CRM

(客户关系管理) , SCM (供应链管理) , B I(商务智

能等) ) 都与该概念有关, 都是研究在信息流上的

企业内部, 企业与客户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1　ER P 发展过程简述

ER P 概念起源于库存管理[ 3 ] , 提出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初,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人们所接

受, ER P 是在专业应用软件公司研究、由工程师

们建立起来的概念, 1998 年后在国外进入学

校[ 4 ]. 由于其与企业管理紧密结合的特点, 使企业

管理和信息系统领域的科学家们重新审视自己领

域的研究. 由于 ER P 是从专业应用软件公司中走

出来的, 因此 1998 年之前讨论构建 ER P 方面的

理论研究文章比较少. 实际上早在 1969 年 ,

B lum en tha l 就给出了信息系统的集成框架和组

织结构[ 5 ]的设计方法, 只是当时的信息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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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很难在实际中实施、应用这种企业级系统的

思路. Gartner Group 首次给出了 ER P 的提法①,

但只是从软件的角度和系统结构的角度上给出了

ER P 的描述, 应该说这不是个合适的定义, 但却

标志着该行业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0 年

M ichael H amm er 给出了BPR 的概念[ 6 ] , 这是个

突破性的、但实际应用争议较多的概念. Peter O ’

N eill 等给出了BPR 从 1980- 1998 年的文献的综

述, 对BPR 的发展做了较全面的回顾和讨论[ 7 ]. 叶

伟雄等将BPR 与 ER P 结合、采用HD P (h ierarch i2
ca l design pyram id) 结构给出了 ER P 的模型[ 8, 9 ] ,

这是在 2000 年初能够检索到的很少的几

篇讨论构建 ER P 理 论 研 究 文 章 中 的 2 篇.

D avenpo rt [ 10 ]非常形象地将 ER P 的实施比作“将

企业装到企业软件中去”, 一方面指出了实施

ER P 的风险及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指出了

ER P 与传统信息系统在开发、结构和实现过程的

根本差别, 这一点国内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没有

意识到这一点. Do log ite 等人的文章虽然仅讨论

了 4 个中国国有企业的信息化问题, 但这是基于

对国内 4 个特色行业中最大企业信息化发展状况

调研后的分析, 因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企业

在 1997 年时的信息化现状[ 11 ]. ER P 实施的风险

较大, 1998 年之前这方面的报道较多[ 10, 12- 14 ], 但

是国际的 ER P 厂商不断的发展和前进到今天, 也

标志着更多的是成功 (各个 ER P 厂商的主页). 更

多的关于 ER P 的文献发表在各种不同杂志上, 但

是很少有从理论上讨论将企业管理同信息系统结

合在一起构建 ER P 软件的方法. 现在国际上已经

有文献讨论 ER P 走到尽头的问题[ 15 ] , 而且各个

国际 ER P 厂商已经将自己的系统重点转向电子

商务 (各个国际 ER P 厂商的主页) , 但是应当指出

的是他们的出发点依然是自己的 ER P 软件和相

应的 ER P 理论.

我国的M R P II和 ER P 软件的发展是从引进

国外软件开始的. 1981 年沈阳第一机床厂从德国

工 程师协会引进了国内第一套M R P II软件

IN T EPS [ 16 ] , 1989 年左右 SSA 和四班的M R P II

软件进入中国, ORA CL E1991 年、QAD 1993 年、

SA P、CA、JD E、SYM IX1995 年、BAAN 1996 年也

相继进入国内市场. 早期还有 IBM 的 CO P ICS、

M A P ICS, H P 的MM öPM 系统[ 27 ]. 尽管 ER P 的

概念是 1990 年提出来的, 但从作者能够查到的资

料表明在1995年之前国内应用的基本上是M R 2
P II 系统. ER P 的概念应该是在 1995 年左右随国

外的 ER P 浪潮时引入中国的, 而真正引起重视的

可能是 1996 年[ 17 ] , 文[18, 19 ]给出了这几年的国

内 ER P 发展和应用的情况及市场分布及分析. 对

国内影响和争议比较大的是发表在《中国机械工

程》上的文[20 ], 文章通过抽样调查分析给出国企

中M R P II 的实施效果, 争议的焦点是文章指出:

M R P II 的软件及管理概念进入国内近 20 年, 不

同程度引进该类系统的企业近千家, 总投资额约

80 亿元, 但效果不明显. 国内通过分析国外软件

构造自己的 ER P 软件较有影响的有开思、利玛等

公司, 其软件的特点是已经完成了物流和资金流

的集成. 1998 年国内财务软件公司进入 ER P 领

域, 较有代表性的为用友、金碟、浪潮等公司, 这些

产品的影响正在日益增长. 国内 ER P 应用发展较

快、效果较好的是深圳、东莞、上海等地, 市场分额

主要由国外的 ER P 厂商占有, 但国内的软件也在

走向国外[ 21 ]. 这期间可以看到不少 ER P 的文章,

但是介绍 ER P 概念的较少, 介绍 ER P 理论研究

和系统构造的文章更少, 这也可能是国内 ER P 软

件发展慢的一个标识. 应当指出, 从 1999 年底和

2000 初开始, 国内对 ER P 的理解和研究有一个

质的变化, 这可以从各个相关网站和相关杂志中

相关文章的内容、质量、和数量看出, 但不包括关

于 ER P 理论研究的内容.

近几年来 ER P 方向上的研究始终是国内研

究的热点. 除了专业软件公司, 学校和科研单位也

在积极的从事该方面的研究, 如 2000 年有两项该

方向的自然科学基金研究 (中科大研究生院霍国

庆的企业信息资源的集成管理, 暨南大学王惠芬

的中外M R P IIöER P 系统软件及其实施方法的比

较研究)、及 1999 年、1997 年的若干项基金研究

(如: 广东工业大学伍乃骐的敏捷制造下制造资源

规划的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昭原的企业信

息系统域的软件建筑研究等) [ 22 ] 也说明了这一

点. 来自复旦大学的文[ 37, 38 ]虽没有直言 ER P,

但也讨论了企业信息系统的设计、规划与集成,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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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一个较全面的该方向上的综述, 这些研究也

与自然科学基金相关. 来自华中理工大学[ 36 ]及科

大商学院[ 39 ]的研究, 也是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相关研究还有一些, 这里不一一列举.

ER P 软件是在 1996 年在国内进入大学的,

这年 SA P 和西门子公司将 SA P 的R ö3 软件捐赠

给上海交通大学, 1999 年 10 月开始捐赠给清华

大学、浙大、暨南大学、西南财大等 4 个学校, 国内

部分学校开始讲授 ER P 课程. 现在这种趋势正在

扩大, 因为许多 ER P 厂商正在同国内有影响的、

有M BA 项目的高校联系, 讨论自己的产品捐赠

问题, 以扩大自己的产品和管理理念对未来企业

管理人员的影响. 国外ER P与学校相关的文献

有文[23 ]等.

实际上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在 1997 年前后

曾经对国产 ER P 软件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从

万方数据库[ 26 ]和中国高等学校学位论文检索信

息系统[ 27 ]可以查到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可以看到,

尽管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出来的内容比较少. 其中: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石宏峰的“开思öER P”系

统设计与实现[ 26 ]给出了早期开思 ER P 系统的整

体设计方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中王的企业资

源计划 (ER P) 的理论及应用研究[ 27 ]给出了当时

国内几家有影响的总体结构图, 对国际、国内的

M R P II 软件的特点和应用情况有个较好的综述

及对当时国内的 ER P 软件做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并给出了自己对 ER P 的看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文献忠的企业资源计划 (ER P ) 与信息集成研

究[ 28 ]实际上与正在转型的金航联 ER P 软件生产

部分的构建紧密相关; 天津大学王伟的基于

C IM S 的企业资源计划 (ER P) 管理体系研究给出

了C IM S 框架下的 ER P 的信息模型[ 29 ] , 等等. 但

这一时期的关于 ER P 的研究多与生产运作相关,

并且更多的是讨论如何为具体企业搭建一个

“ER P 系统”. 因为国内很多人都认为 ER P 只是

个软件, 对 ER P 或信息系统的研究只是实施和应

用的研究, 因此忽略了 ER P 的管理理论、ER P 软

件内含的优化的流程、企业结构、BPR 对这个结

构的影响及与BPR 的关系的研究, 也就是忽略了

建立 ER P 系统的关键点——对信息系统支持下

的企业管理模型的研究, 也就是忽略了对虚企业

的研究.

虽然国际上在企业建模和模型上有 GRA I

模型和方法[ 30 ]及普度模型和方法[ 31 ] , 且Doum e2
ing ts 等指出这些方法在构建 ER P 和 SCM 软件

时是非常有用的[ 32 ] , 但是这些模型都是一种一次

性信息系统构架 (特点是可以通过某种思路完

成) , 并没有将系统和管理作在一起, 因此其本质

与 ER P 的模型有些不同 (特点是成型优化的企业

构架, 不断完善).

2　虚企业及其结构演变

虚企业的整体结构实际上就是在信息流上企

业的结构, 但不是某一企业的结构, 而是一个科学

的企业管理模型.

这种模型有以下的演化过程: (从企业管理的

角度看)

图 1　信息系统与企业管理关系的演化

图 1 的 1°表示没有信息系统的企业管理的结构.

图 1 的 2°表示宝塔型企业中的传统信息系统管

理, 小虚框为部门的信息系统 (信息孤岛) , 稍大虚

框表示企业的信息系统 (虚线表示相应的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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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组织结构, 实线表示企业实体的组织结构).

图 1 的 3°表示统一平台的信息系统. 图 1 的 3°中

的小宝塔结构指企业实体的管理结构, 但也是其

对应信息系统的结构, 因为传统概念下的信息系

统就是针对具体企业进行具体分析, 所以其结构

就是企业实体的结构. 图 1 中 3°虚框中与企业名

称对应的为企业代码, 成为一个与企业核算和企

业信息管理有关的标识. 将图 1 的 3°按虚、实部分

分开, 可以得到图 2, 其特点是企业的结构与信息

系统的结构一一对应, 下面对其单独进行分析.

图 2　将图 1 的 3°中虚实体部分分开结果

　　如果对图 2 考虑虚体系统的适应性和实际企

业的管理需求, 这种软件系统有以下问题需要重

新考虑:

1)所有的与实体相对应的虚体部分可以分为

两类, 一类代表核算单位, 一类代表有实体虚体单

位. 前者是因为企业代码已经不能同时解决企业

集团或联盟内部信息集成同内部单位独立核算问

题, 每个独立核算的单位本身也需要一个独立的

标识 (如集团下面的公司). 虽然标识下的内容和

定义规则是集团内部统一的, 但是它可以有自己

的组织结构. 对应独立核算单位的代码是个纯代

码, 同企业代码相似, 其特点是它不能与同层次其

它核算单位、甚至其它单位相互连接 (如其它公司

代码, 公司的采购单位、销售单位等). 另一个含义

是它不应该是个与实体部分的功能和工作相对应

的虚体的设置 (如公司总部或办公室的工作) , 仅

仅是个分析和核算标识. 后者可以是分厂、车间、

办公室等场地, 从共性上看它们都是有对应实体

的虚体, 是一类虚实体. 其特点是可以被同等看

待, 也就是如果需要, 它们可以构成核算单位的扁

平结构, 这与就具体企业进行系统分析有所不同.

集团

统计、规划管理

物流运作管理

存储管理

图 3　企业的宏观组织结构

　　2)从物流管理角度上至少可以将虚企业分为

4 层: 企业集团管理部分、物流的统计和规划管理

部分、物流的运作管理部分及物流的存储管理部

分 (图 3). 企业集团管理部分为集团代码; 统计、

规划管理部分应该是与核算单位标识相关 (如集

团代码下面的公司代码) ; 存储管理部分的职能比

较明确,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实体标识和结构 (如仓

库、仓位) ; 运作管理部分为企业内部各个事业单

位 (如分厂、车间、场地等) , 其代码为前面 1) 中提

及的有对应实体的虚体代码, 这是一个新的层次

结构, 与实体企业结构的不同点在于统计规划层

与物流运作层可以组成扁平结构, 采用该结构可

以将企业以产品生产为主线的各事业部同核算单

位的关系有效的表示出来——层次的或扁平的.

图 4　矩形企业组织结构图

　　3)一个矩形的组织结构可以方便地转化成为

层次结构或流程结构 (图 4) [ 33 ] , 因此要表示企业

的职能部分 (财务、采购、销售等)还需要另外一套

组织结构, 同前面 1) 的描述相似, 这也应该是类

似代码加扁平结构组织, 该结构可以为跨核算单

位和实体企业结构, 也可以同实体代码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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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信息流上的虚企业与实环境下的实体企业

　　综上所述, 虚企业不仅提供了对企业的认识,

也提供了灵活的企业构架. 为了使虚体部分能够

比较灵活地适应不同实体企业结构, 该构架至少

需要两种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两种不同内涵的基本

单元 (代码标识). 依靠这样一个构架、相关的组织

理论和开发人员的设计, 该体系已经可以方便地

表述各种不同结构的实体企业.

至此, 虚体部分已经构成一个可以不依赖实

体部分存在的虚体的体系, 它可以具有与实体部

分不同的管理模式, 不同的组织结构, 当然还要有

一套有效的映射理论和机制 (图 5). 因为它可以

适应不同的企业结构, 因此它的企业结构、各个功

能的流程和工作位置可以根据管理理论和优秀企

业的成功运行经验给以重新优化组合, 使得到一

组优化的企业整体构架, 这个构架是一个实实在

在的企业构架. 按这个构架设计并实现的, 采用模

块化编程及可定制实施的信息系统就是 ER P 软

件, 显然该系统不是面向具体企业设计, 但可以完

成整个企业信息集成的功能, 从信息系统设计的

角度给个比喻就是将该系统设计成“鸡蛋”, 而不

是石头, 这样在外部管理理论的激励下, 使整个系

统的框架“活”起来以适应不同的实现需求.

图 5 中的矩形串表示企业按流程结构管理,

中间的横线表示虚实结构的边界, 图 5 中上半部

分的点划线的方框表示信息流平台, 下面的表示

现在的人与人之间交流平台. 虚企业工作在信息

流上, 现代的信息技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其特点

是“背对背”(实际过程看不到). 实体企业工作在

现环境下, 其特点是面对面. 企业的管理者从各自

的信息系统监视企业的运作, 在电子商务的今天,

客户也是通过虚企业的外部界面来了解该企业的

运行状态和产品的情况. 对 B 2B , B 2C, CRM ,

SCM 等进行研究, 对供方和需方讲要解决的一个

关键的问题就是“B 2B”(信息流上的业务到业

务). 以上的各图也想说明在这种认识下, 实体企

业的模型只有一个, 就是企业本身; 而其虚体企业

的模型可以有很多种, 图 1 的 2°和 3°图中给出的

信息系统的企业结构就是其中之一, 图 5 给出的

矩形串是另外一种. 虚、实企业的关系是映射关

系, 管理构架可以是一一对应, 也可能不对应 (如

图 5 中虚体的右边部分, 及图 1 的 2°).

这个“虚”企业的构架及这种软件系统实现显

然不是传统的信息系统的系统分析和实现所能够

得到的, 它的研究结果也不是传统的信息系统的

思路能够得到的. 它不是个简单的信息模型, 而是

一个实实在在的、适用于某类企业的成型构架, 具

有企业的一切特征. 同时也在暗示今天的 E2学
校、E2政府、E2商店等的研究包含有虚体XX 的优

化结构的研究, 一个虚的XX 的建立, 而不是简单

的现框架的“描述”.

通过以上表述可发现, 虚企业和实体企业的

关系与计算机硬件系统及操作系统的关系非常相

似. 这正是本文的观点, 虚企业实际上可以看作企

业实体的操作系统, 也就是可以参考计算机发展

的过程看待未来的企业管理软件的发展. 操作系

统结构与运行原理与计算机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

是完全不同的, 但绝大部分人今天对计算机工作

原理的理解是来自操作系统, 而不是计算机硬件.

而且今天的各种应用软件的发展基本上是在操作

系统上的发展, 而不是直接在计算机硬件上的发

展. 当然操作系统的发展是与计算机硬件的发展

紧密相连的.

图 6　企业管理, 信息系统, 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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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虚企业概念的意义及影响

传统信息系统的特点是面向具体企业设计和

实施, 脱离开具体企业束缚的虚企业的概念会在

很多方面对信息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产生影响, 尤

其是企业模型建立和一些信息系统开发的观

点上.

3. 1　引出理论模型的研究

虚企业引入了对企业模型的研究, 其本质是

研究在信息系统支持下企业如何构架和管理效率

更高. 这是一个平台, 基于对企业和企业管理的研

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分析、相互完善. 这

是一个总结无数实际企业成功经验得到的模型,

是一类企业的抽象, 一个理论模型. 这是个企业管

理理论和实践及信息系统理论和实践结合、通过

实践和研究不断完善的模型, 是企业管理、信息系

统开发及 ER P 建立及实施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图 6). 从下面的说明可以看到虚企业的模型与

企业管理和信息系统的模型的不同之处.

图 7　企业运作模型[6 ]

3. 1. 1　理论模型来源于成功企业的经验

图 7 给出的是一个企业管理的模型, 这是文

[ 6 ]中描述福特公司某部门没有信息系统时实际

运作流程模型. 模型特点: 沿袭企业以前的管理模

式和构架.

图 8 给出的是个软件结构模型, 是个信息系

统可以采用的模型. 这是文[ 34 ]给出的用于供应

链管理软件的模型, 这种模型分成不同层次, 从整

体上定义功能模块开始, 到定制功能模块的分类

流程模块, 到描述流程的组成, 每个组成的子组成

等. 该模型给出一个可以方便描述企业管理业务

流程的结构 (这个模型放在这里并不十分合适, 因

为该模型已经将 ER P 的供应链的模式做到结构

里去了, 即假定了 ER P 的内部供应链的管理模

式). 模型特点: 对给出任意运作流程, 可以方便地

使用定制方式实现, 几乎不需要编程.

图 8　信息系统结构模型[34 ]

　　图 9 是文[6 ]中改进图 7 的模型, 该图是福特

公司将本公司流程同马自达公司相同流程的比

对, 发现自己企业流程的不合理之处, 进行改进的

结果, 也是个信息系统支持下的企业管理模型.

图 9　图 7 的改进模型

　　将图 7 装入图 8 是一个极端的传统信息系统

的模型. 将图 9 作为图 8 定制的企业模型可得到

该企业的虚企业模型相应流程的雏形. 问题是将

图 9 的模型作到图 8 中去的模型是否是最好的?

即马自达的该部分业务流程模型是不是最好的?

这是个需要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的问题, 是一个

随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而不断明确的产物. 将雏

形进行理论分析, 加以完善, 就可以作为同类其它

企业实施企业信息系统的范本, 实施时不必去同

具体的马自达的流程进行比较. 如果实施中发现

有更好的流程, 进行理论分析完善, 改进现有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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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流程. 如此各种先进的企业成功经验“积累”在

ER P 的冗余的模块中, 构成了今天的 ER P 软件

中冗余的每个子流程, 构成了 ER P 虚企业的构架

和实体, 这样既有利于实施, 也有利于在实施中将

其不断完善. 显然最后的流程不属于任何具体企

业. 文[ 8 ]虽没有给出企业整体优化的框架结构,

但是指出: 原有企业只有从根本上、整体上进行业

务流程重组, 才能提高运作效率. 因此虚企业模型

中隐含着这样的特点: 请按我的模式作, 改进你的

企业管理模式和流程. 应当指出: 图 8 的模型也可

以以企业原有模型实施, 因为它是按给定的模型

定制成系统. 实际上文 [ 6 ]已经道出了 ER P 软件

的真缔: 1) 比对的范本; 2) 整体优化的模型. 只是

没提及如何不断完善和实现. 所以 ER P 软件不是

一个简单的软件, 而是一个随理论和实践不断完

善的优化企业管理框架. 它的实际价值还在于告

诉企业如何构架和运作, 这正是现在国内许多企

业希望了解的.

除了 ER P, 今天的CRM、SCM、B I、电子商务

等概念, 也是建立在信息流上, 从某种角度上说是

虚企业模型的扩展, 扩展到虚企业的边缘、外部或

更高的层次, 或者说是个包括了虚企业及相关内

容的更大范围的虚企业. 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

模型.

3. 1. 2　理论模型在系统中的体现

优化的虚企业模型是建立在信息系统上的企

业模型, 是个仅仅依靠对企业的流程分析和信息

系统的分析无法看清楚的模型. 其流程和管理来

自于企业管理, 但是又高于实际企业管理, 下面以

SA P R ö3 系统为例给出几个例子.

从微观角度, 在 SD (销售与分销) 模块, R ö3

有个 delivery 的功能, 它包括了对领料、包装、出

库几个部分的管理, 对会计、仓库、销售管理都比

较方便. 但是这个功能在实际企业运作流程上是

看不到的, 物流的运作过程中似乎没有对应环节.

在传统的信息系统中也没有, 因为传统的信息系

统是按企业流程做的. 因此这个功能似乎是“设

计”出来专门处理这类问题的 (当然有经验的

M IS 开发人员会注意使用类似的对管理方便的

方法, 但是因人而异).

更大一点范围, R ö3 中针对不同功能模块设

计的组织结构, 极大增强了系统对不同结构企业

的适应性及各个不同模块间集成处理的方便程

度, 也适合于BPR 将实体企业映射入虚企业. 这

也是在信息流上的企业独有的模型, 因为在实体

企业上作企业结构变动涉及因素太多. 这种设计

使得原来的数据集合按照给定企业结构“立体”起

来, 这也就是称之为虚企业的原因.

从企业整体结构上看, 虚企业中会计的记账

功能已经从集中式的会计记账滑向一线——分布

式记账, 也就是在事件发生地点记账 (只有在信息

系统支持下才能作到) , 从而使得企业的结构和每

个位置的工作更加合理 (这里使用的是位置, 因位

定人的位置) , 而会计可以从记账中解放出来, 真

正转向分析. 这应该看作是企业整体结构的

BPR , 这种结构也是从企业管理模型和信息系统

模型中看不到的. 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企业, 该企

业每天要收到成千上万个定单, 企业不得不专门

找人将这些单据输入到企业管理系统中 (究竟应

该谁来做这些事情) !

以上只是虚企业中企业管理模型抽象的一部

分, 但足以说明这种模型十分值得研究.

3. 2　系统软件的开发方式的改变

传统的M IS 理论和开发中存在某些认识上

的局限性, 如习惯于参考实际企业建模, 就企业本

身讨论企业管理系统; 认为懂得数据库编程就可

以做系统, 时兴什么工具就使用什么工具; 将系统

开发看作项目, 就项目谈项目; 认为调研了企业,

就懂得了企业管理, 不需要企业管理理论; 重视开

发, 而不重视理论研究和知识积累; 重视系统个性

的分析, 而忽视信息系统在同类企业中的共性; 认

为M IS 理论的研究就是开发方法的研究, 等等,

而且这种思路的惯性甚至延续到今天的信息系统

开发中. 这样做的后果是很难产生知识的积累. 虚

企业概念的引入使企业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不再

沿袭传统M IS 的模式, 简单分析有以下的改变:

3. 2. 1　已经存在的框架

企业信息系统的开发模型不再是具体企业,

而是一个理想化的企业模型.

虚企业的引入使得系统在实施前就有一个成

型的软件系统框架. 一个结合实践和管理理论的

企业结构和流程的框架, 这个框架标志着对这类

企业的了解和对实施后系统的了解.

由于虚企业的优化结构, 系统实施后, 企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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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使得企业管理更加理顺, 这样就可以避免

以前那样系统从交付时就开始根据企业管理的变

化进行修改的情况, 并且没有人知道这种管理会

变化成什么样子的问题.

3. 2. 2　集成的考虑

不再面向具体企业模型, 而面向虚企业的整

体模型, 使得系统开发从开始就可以从整体集成

上考虑优化, 而不会陷入具体企业的具体问题 (如

前面介绍的整体和局部优化的例子). ER P 软件

的构架就是一个集成的构架, 将这种集成构架应

用于企业实施, 将会减少集成方面的设计, 保证了

实施后系统集成的质量. 这里讲的集成不仅指软

件功能集成, 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集成, 这种

集成使得企业内物流的任何变化都可以立即反映

到企业的顶层. 国内有些企业上 ER P 只是实施物

流部分, 而不考虑财务部分, 这种集成只是功能集

成, 而不是管理集成. 理论上讲不可能真正起到企

业管理集成的作用.

3. 2. 3　软件流程的规范化

由于 ER P 是个优化虚企业模型, 不受具体企

业的流程限制, 因此可以对企业的各个部分的功

能的完整流程进行仔细理论分析, 给出合理的、规

范的流程结构.

对已有 ER P 软件流程的分析, 也可以看出

ER P 厂商对企业管理的认识深度, 最后得到的结

果总是非常简单、直观、发人深省. 如作者在熟悉

R ö3 系统的 HR (人力资源) 模块使用时, 由于没

有资料, 不知道如何开始工作.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

会, 从其“招聘”项进入流程开始了工作, 并认识到

这就是该流程的一个起始点, 从而对流程设计有

更加清楚的认识. 这是一个可以从理论上分析出

来的、有起点、有终点、有层次的过程. 其管理表述

过程有一部分同物流管理及其相似, 因此称之为

“流”以方便对该流程直观的理解. 后来在文[ 35 ]

上看到, 还有人在此也徘徊过.

这种规范化的流程设计在国外大型 ER P、

CRM 等软件上经常可以看到.

3. 2. 4　减少了实施中的编程部分

从软件上, 这个虚企业是由冗余的模块集合

构成的, 采用定制的方式将相关模块连接, 构成所

需企业的结构和流程. 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看, 这

实际上是将所需物资做成半成品, 以减少产品从

原材料采购开始的生产时间. 且模块同产品不同,

没有库存问题, 只有知识积累. 这种方式还减少了

实施中的编程部分 (只有当特殊需求时才编程) ,

加快了系统的成型, 并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

问题: 大冗余量的模块、管理的需求、流程的

设计、软件的技巧、与众不同的界面会使得该软件

本身甚至软件的一个功能就成为一个需要花很多

时间学习的工具, 如果知识传递的方法不得当的

话. 因此它不利的一面是有违方便开发和方便实

施的初衷.

3. 3　系统实施方式的改变

由于虚企业在是个已经构成的框架, 因此其

实施采用的思路与传统信息系统有不同. 一个不

太恰当的比喻是将传统的信息系统看作是实体企

业的衣服, 其实施是专门为给定企业量体裁衣. 而

虚企业则象一个袋子, 实施时是将企业实体装入

袋子中[ 10 ]. 前者是信息系统向实企业靠拢, 而后

者是实企业向虚企业映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观

念的转变.

由于有了虚企业的框架, 所以对该类系统实

施前和实施后的情况了解的比较清楚, 且虚企业

流程比较规范, 因此调研中流程分析任务会减轻

和规范化 (不因人而异). 虚企业的结构会使现代

的管理理论和思想自然地流入企业系统中, 即使

是实施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将宝塔型结构

的企业装入内部供应链模式的虚企业). 如果开发

人员对软件系统设置比较熟悉, 则定制式的实施

将会大大减少系统成型时间. 系统可靠性比较高,

系统的合理性会减少编程人员大量的后修改. 但

对于实施前没有集成的数据库的企业, 数据的转

换工作量会非常大. 几个原因: 以前没有集成系

统, 现在需要整理、导入, 原来各自为政的信息孤

岛的数据结构、格式和定义的统一; 新系统上线,

旧系统依然要运转, 同一批人马要照顾两套系统;

除了对新系统不熟悉之外, 还要比对新旧系统的

结果, 工作量不是简单的增加一倍, 因此很多系统

都有 2～ 3 个月的适应期 (适应期内有时系统会直

接影响企业的物流和资金流的运作). 但这似乎是

必须的, 即使是从数据库开发的系统, 这些问题也

会碰到 , 而且可能问题会更多 (如系统可靠性

问题).

存在的问题: 实施中的不同企业的特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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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虚企业中规范流程中没有的, 需要单独编制程

序来实现, 由于 ER P 软件本身各种 TABL E 关联

关系已经建立, 如果处理不当将会使整个系统无

法正常工作. 因此往往需要厂商来编制该类软件,

成本和实施时间都要增大 (尽管有不同的行业解

决方案).

3. 4　对未来研究的影响

如果商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企业管理的

扩展, 那么对虚企业的研究, 就不仅是对虚企业内

部管理的研究, 也包括了对虚企业边界、虚企业间

管理的研究, 实际上是对信息流上企业的管理与

企业间关系管理的研究. 之所以编制不出好的管

理软件, 或者编制完后不断根据需求修改自己的

企业管理软件, 是因为我们在开始时就不知道、或

者是某些时代或技术的局限使得我们无法搞清究

竟应该将这个系统编制成什么样子. 即不知道这

个虚企业的构架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说过去在国内信息系统领域是技术带动

研究, 那么虚企业的提出应该是研究如何引导和

促进技术的前进, 因为一个好的系统必须要解决

一些理论问题. 正如过去从企业的上面俯视企业

的内部运作, 认为应该采用内部供应链的模式而

不是宝塔式的管理模式更有利于以产品为中心的

企业运作. 那么今天的企业管理要求以顾客为中

心, 企业希望建立从系统外部看企业内部的理顺

的运作, 那么适应这种环境的企业结构应该是个

什么样子呢? 该结构同 ER P 的联系如何, 是否将

其建设为一个强调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减弱其

ER P 功能的独立工作的结构等. 如果不从理论上

解决这个问题, 就不会得到一个好的虚企业框架.

因此虚企业的概念为今天的在信息系统支持下的

企业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今天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提出了很多的解决

方案, 每个方案都代表着相应厂商对企业管理及

商务运作的观点和模型,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适当

的虚企业的框架, 或者是企业对这个信息流上的

企业间关系没有清楚的理解, 那么其产品以后的

变化会是比较大的.

更重要的, 虚企业的研究提供了今天研究软

科学的一种思路, 这是一种将软科学“硬化”的思

路, 因为企业管理是一门“软”科学, 而 ER P 系统

是个“硬”系统. 从总体上考虑在今天信息技术支

持下, 所研究的对象究竟应该如何构成, 如何从整

体、局部运作更加合理, 如何适应不同类的这种对

象, 这样才能方便方法的完善及经验知识的积累,

最后得到一个合理的“硬”对象模型, 促进新的技

术的发展.

将信息系统在某一软科学方向应用“固化”,

不断完善使其成为模板, 有利于积累、评价、改进、

完善, 促进未来技术的发展.

今天的软科学研究的方向也许应不仅给出实

现的方法, 而且提供优化模型模板作为参考.

4　结 束 语

本文在简述了国内外 ER P 发展后指出了国

内 ER P 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即缺乏 ER P 理论

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虚企业的概念, 指出:

1)企业管理软件的分析和建立可以脱离具体企业

本身; 2) 企业管理软件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企业管

理模型; 3)这个模型是成功企业经验升华的积累,

是BPR 对企业流程、甚至整体重新思考的结果;

4)模型的存在使 ER P 软件的开发和系统实施与

传统信息系统开发思路有较大的不同. 5) ER P 的

研究为研究软科学内容提供了一个思路.

我国有许多优秀的软件编程人员, 他们可以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编制出一个比较实用的企业管

理方面的功能软件, 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看到

好的大型企业管理软件. 其中原因很多, 但是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虚企业模型的研究. 也就是问题不

是编程人员不会编程, 而是他们不知道将程序编

制成什么样子, 也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合理的虚企

业模型. 没有合理虚企业模型的 ER P 或信息系统

不会是一个好的系统.

要作好一个 ER P 软件首先要将目光从传统

的针对具体企业的系统转到针对虚企业的系统,

建立一个好的虚企业的模型. 而建立一个好的虚

企业模型的前提必须从集成的角度重新考虑自己

的系统, 从系统总成上分析, 从各个功能上分析,

从各个流程上分析, 得到一个合理的虚企业的

构架.

很多人不理解 ER P 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

ER P 实际上是个脱离具体企业结构和流程而存

在的应用软件, 是一个依照管理理论、思想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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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建立起来的系统, 是参照一个柔性较大的科

学的企业模型建立的, 是个虚企业. 它的柔性、适

应范围宽是软件技术, 但它的核心却是信息流上

企业科学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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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per, the p rocess of ER P evo lu t ion is sho rt ly review ed, the concep t of "virtua l en2
terp rise" is g iven, and its rela t ion sh ip w ith ER P softw are is d iscu ssed. T he in terna l rela t ion sh ip be2
tw een the p rocess m odel in ER P m odel and BPR concep t is po in ted ou t. T he p rocess of "virtua l en ter2
p rise" st ructu re evo lu t ion is exp la ined, and its effect on the info rm at ion system study in fo llow ing ar2
eas is ana lyzed: the study on the theo ret ica l m odel w h ich is independen t to the actua l en terp rise one,

the w ay to bu ild op t im ized w o rkflow , even en terp rise st ructu re, the change of trad it iona l info rm at ion

system developm en t- no t ju st au tom ating its o rig ina l p rocess, the im p rovem en t of im p lem en t ing style

- em phasizing m o re on the theo ry m odel effect on m anagem en t and en terp rise st ructu re. F ina lly the

evo lu t ion p rocess of "virtua l en terp rise" is con sidered as a exam p le fo r the today’s soft scienc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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