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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着用户消费习惯、

企业商业逻辑、市场竞争模式的持续改变，国家政策层面也

从“两化融合”到“中国制造 2025”再到“供给侧改革”，不

断引导着企业通过自身变革来应对外部挑战。无疑，这一

轮始发于信息技术作用于“需求侧”的变革将迅速地扩展至

“供给侧”，信息化在企业创新组织模式、提升运营效率、满足

市场需求进而获得竞争优势、达成战略目标等方面将扮演着

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对于以“多品种、小批量、离散制造”为

特点的航空企业而言，信息化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实际上，

我国航空工业多年来一直谋求通过信息化手段获得核心竞

争力，自 20 世纪 70 年代，其信息化建设一直沿着工程数字

化与管理信息化两条脉络持续推进，并在 21 世纪初明显加

快了建设进程，在缩短研制周期、提升运营效率、降低企业成

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保障了近年来我国飞机型

号的“井喷”。

但站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纵观国内外同类企业的信息

化实践，虽有许多企业在某点上的应用取得了突破，或进一

步地使用信息化解决方案打通了某一段运营链条，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如部分企业信息化建设

未能匹配企业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应用范围有限且层次较

低、信息孤岛问题依旧严重、数据资产大量闲置等。有资料

表明，超过 70% 行业的信息化投资与回报之间不存在相关

关系，超过 90% 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不能在预定的时间节点或预算范围内成功

上线[1]。

对于信息化建设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学术界进

行了广泛的探讨。Hong 等人从组织与信息系统的匹配性

出发，论证了匹配性的高低是直接决定 ERP 实施成功与

否的关键因素[2]；孙立辉认为企业对其信息系统发展阶段

缺乏清晰认识是信息化失败的重要原因[3]；毛蕴诗指出缺

乏管理理念支撑是导致我国企业 ERP 项目难以成功的根 

源[4]；叶峰等人将企业信息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员工信

息素质欠缺、数据质量不高以及管理与技术匹配性不足 

等 [5]。

受上述研究启发并结合多年工作实践，笔者认为，科学

的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的缺失正是导致信息化建设失败的

根源，开展相关研究将为企业弥补这一短板提供重要的指

引。同时，经过多年持续建设，信息化现状已成为影响航空

工业企业科学制定信息化战略规划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探

讨如何在对信息化现状进行科学评价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他

人研究成果，进而构建一个内涵全面、易于实施的信息化战

略规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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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化战略规划方法回顾
1.1 信息化战略规划方法

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Inform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ISP）是从组织使命、战略出发，通过建立、分析企业运营模

型，逐步分解得到达成组织目标所需的信息以及存储、处理、

传输这些信息的信息系统，并结合组织内、外部资源与约束，

最终形成涵盖企业信息化远景蓝图、实施计划、投资预算等

诸多要素在内的整体规划方案[6-8]。

自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企业科研、生产、管理等各领

域以来，信息化战略规划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一直保持着相

当的热度，常被学术界与企业界进行讨论与研究。许多学

者和组织基于不同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规划的出发点、

范围、目的以及侧重点，提炼出了许多方法与工具，应用比

较广泛的有企业系统规划法（Business System Planning， 

BSP）[9]、战 略 系 统 规 划 法（Strategic Systems Planning， 

SSP）[10]、关键成功因素法（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11]、

价值链分析法（Value-Chain Analysis，VCA）[12]、战略目标集

转化法（Strategy Set Transformation，SST）[13]、应用系统组

合法（Application Portfolio Approach，APA）[14]、信息工程法

（Information Engineering，IE）[15] 等。上述研究成果为企业

信息化建设如何匹配企业经营战略提供了参考。

此外，众多学者对上述方法进行了归类研究。潘自强

从规划方法特点出发，将其归纳为以数据为中心的规划方

法、以决策信息为中心的规划方法、以运营过程为中心的规

划方法和以项目为中心的规划方法等 4 类[16]；在此基础上，

张玉林进行了调整，归纳为面向低层数据的规划方法、面向

决策信息的规划方法、面向内部流程管理的规划方法与面

向供应链管理的规划方法等 4 类[17]；Silk 将信息战略规划

过程划分为 BOTTOM-UP、TOP-DOWN、INSIDE-OUT 与

MIDDLE-OUT 四大阶段，且每一阶段都指出了若干代表方

法[18]；张学军从基于时间、基于方法特征、基于规划动机 3

个维度对规划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19]。

上述针对规划方法的分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各种

方法的适用场景问题。但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周期频率的不

断提高、企业经营战略目标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的不断加

快，单一的企业信息战略规划方法已难以满足企业信息化战

略与经营战略间的柔性需求。在此背景下，集成了多种规划

方法的企业信息战略组合策略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

1.2 组合策略

信息化战略规划组合策略是在对规划方法进行分析并

展开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不同企业的特点与需求，提出

的集成了多种规划方法的信息化战略规划解决方案。潘自

强等人通过对各规划方法的规划过程和规划活动进行分析，

抽象出信息化战略规划的一般过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给出

各规划方法在此模型中的适用范围以及选择组合策略的具

体方法[16]；张学军等人在文献 [16] 的基础上，对制定组合策

略的控制规则和约束规则展开了进一步研究并给出了具体

建议[19]；张玉林等人从信息化战略动态、柔性匹配企业经营

战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涵盖企业经营战略规划与信息

化规划 2 部分的组合策略分析框架[17]。

各类组合策略的提出为企业在不同的阶段、场景采用

何种信息系统规划方法给出了新的思路，使企业可以更加

灵活地针对自身特点进行信息化战略规划。但现有的研究

成果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1）偏于宏观与抽象，企业在应

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知识壁垒；（2）大部分企业信息化经

过多年的投资与建设，其现状已成为决策者在制定信息化

规划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影响因素，但现有研究讨论较少；

（3）部分研究虽将信息化现状纳入了研究范围，但仅讨论

了针对信息系统现状的评估，如 Nolan 模型[20]，而缺乏面向

围绕信息系统规划、建设、维护而展开的包含诸多管理与

技术要素在内的企业信息化体系现状的研究；（4）针对组

合策略涉及的各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如何进行衔接的讨论 

不足。

2 一种新的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借鉴组合策略思想，本文提出了一种新

的适用于航空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战略规划模型，如图 1 所

示。该模型分为企业信息化战略目标分析、企业信息化现

状评估及战略需求分析、企业信息化战略解决方案分析、行

动方案拟定四大阶段，如图 2 所示。下文将对模型的设计思

想、组成及应用进行具体阐述。

2.1 模型基本框架

本模型总体思路为：（1）从企业经营战略与业务模型出

发，将企业经营战略目标转化为信息化战略目标；（2）对包

含信息系统在内的企业信息化体系现状进行评估，评估结果

分别支撑差距分析与企业信息化战略需求分析；（3）基于企

业信息化战略需求，在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前提下，提出企

业信息化战略解决方案，并绘制信息化战略蓝图；（4）根据

解决方案的内在逻辑，综合考虑投资预算、资源配置等约束

因素，最终制定实施方案，指导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落地。

罗雪莱：基于组合策略的航空工业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研究 65

1 信息化战略规划方法回顾
1.1 信息化战略规划方法

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Inform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ISP）是从组织使命、战略出发，通过建立、分析企业运营模

型，逐步分解得到达成组织目标所需的信息以及存储、处理、

传输这些信息的信息系统，并结合组织内、外部资源与约束，

最终形成涵盖企业信息化远景蓝图、实施计划、投资预算等

诸多要素在内的整体规划方案[6-8]。

自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企业科研、生产、管理等各领

域以来，信息化战略规划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一直保持着相

当的热度，常被学术界与企业界进行讨论与研究。许多学

者和组织基于不同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规划的出发点、

范围、目的以及侧重点，提炼出了许多方法与工具，应用比

较广泛的有企业系统规划法（Business System Planning， 

BSP）[9]、战 略 系 统 规 划 法（Strategic Systems Planning， 

SSP）[10]、关键成功因素法（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11]、

价值链分析法（Value-Chain Analysis，VCA）[12]、战略目标集

转化法（Strategy Set Transformation，SST）[13]、应用系统组

合法（Application Portfolio Approach，APA）[14]、信息工程法

（Information Engineering，IE）[15] 等。上述研究成果为企业

信息化建设如何匹配企业经营战略提供了参考。

此外，众多学者对上述方法进行了归类研究。潘自强

从规划方法特点出发，将其归纳为以数据为中心的规划方

法、以决策信息为中心的规划方法、以运营过程为中心的规

划方法和以项目为中心的规划方法等 4 类[16]；在此基础上，

张玉林进行了调整，归纳为面向低层数据的规划方法、面向

决策信息的规划方法、面向内部流程管理的规划方法与面

向供应链管理的规划方法等 4 类[17]；Silk 将信息战略规划

过程划分为 BOTTOM-UP、TOP-DOWN、INSIDE-OUT 与

MIDDLE-OUT 四大阶段，且每一阶段都指出了若干代表方

法[18]；张学军从基于时间、基于方法特征、基于规划动机 3

个维度对规划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19]。

上述针对规划方法的分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各种

方法的适用场景问题。但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周期频率的不

断提高、企业经营战略目标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的不断加

快，单一的企业信息战略规划方法已难以满足企业信息化战

略与经营战略间的柔性需求。在此背景下，集成了多种规划

方法的企业信息战略组合策略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

1.2 组合策略

信息化战略规划组合策略是在对规划方法进行分析并

展开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不同企业的特点与需求，提出

的集成了多种规划方法的信息化战略规划解决方案。潘自

强等人通过对各规划方法的规划过程和规划活动进行分析，

抽象出信息化战略规划的一般过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给出

各规划方法在此模型中的适用范围以及选择组合策略的具

体方法[16]；张学军等人在文献 [16] 的基础上，对制定组合策

略的控制规则和约束规则展开了进一步研究并给出了具体

建议[19]；张玉林等人从信息化战略动态、柔性匹配企业经营

战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涵盖企业经营战略规划与信息

化规划 2 部分的组合策略分析框架[17]。

各类组合策略的提出为企业在不同的阶段、场景采用

何种信息系统规划方法给出了新的思路，使企业可以更加

灵活地针对自身特点进行信息化战略规划。但现有的研究

成果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1）偏于宏观与抽象，企业在应

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知识壁垒；（2）大部分企业信息化经

过多年的投资与建设，其现状已成为决策者在制定信息化

规划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影响因素，但现有研究讨论较少；

（3）部分研究虽将信息化现状纳入了研究范围，但仅讨论

了针对信息系统现状的评估，如 Nolan 模型[20]，而缺乏面向

围绕信息系统规划、建设、维护而展开的包含诸多管理与

技术要素在内的企业信息化体系现状的研究；（4）针对组

合策略涉及的各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如何进行衔接的讨论 

不足。

2 一种新的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借鉴组合策略思想，本文提出了一种新

的适用于航空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战略规划模型，如图 1 所

示。该模型分为企业信息化战略目标分析、企业信息化现

状评估及战略需求分析、企业信息化战略解决方案分析、行

动方案拟定四大阶段，如图 2 所示。下文将对模型的设计思

想、组成及应用进行具体阐述。

2.1 模型基本框架

本模型总体思路为：（1）从企业经营战略与业务模型出

发，将企业经营战略目标转化为信息化战略目标；（2）对包

含信息系统在内的企业信息化体系现状进行评估，评估结果

分别支撑差距分析与企业信息化战略需求分析；（3）基于企

业信息化战略需求，在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前提下，提出企

业信息化战略解决方案，并绘制信息化战略蓝图；（4）根据

解决方案的内在逻辑，综合考虑投资预算、资源配置等约束

因素，最终制定实施方案，指导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落地。



66            航空科学技术� Jul. 15  2016  Vol. 27 No.07

图 1　信息化战略规划模型

Fig.1　Inform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model

图 2　信息化战略规划的 4大阶段

Fig.2　Four stages of the inform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2.2 模型各主要部分阐述

2.2.1 企业信息化战略目标分析

支撑企业经营战略是信息化战略规划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关于企业经营战略规划的相关研究已相当深入，应用

较为广泛的方法与工具有波士顿矩阵、波特五力模型[21] 等。

相较企业经营战略规划本身，信息化战略规划更为关注如

何将企业经营战略目标转换为信息化战略目标。本模型第

①阶段分为 2 部分：（1）对企业经营战略进行分析，可应用

SST 等典型方法将企业经营战略目标映射为企业信息化战

略目标。在实践中，通过借鉴 CSF 方法对平衡记分卡进行

改进，可较好地应用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与信息化战略目标

的转换，并进而分析得出实现该目标所需的企业信息化能

力；（2）应用 CSF、VCA 等方法对企业业务流程及价值链进

行分析，获取影响企业增值的关键业务活动与瓶颈，此类关

键活动与瓶颈亦是企业信息化战略关注的重点。

由此，通过第①阶段工作，企业以经营战略与业务流

程、价值链为输入，可分析提炼出信息化战略目标与相应的

信息化能力要求。

2.2.2 信息化现状评估及战略需求分析

经过多年建设，大部分企业信息化已有一定基础。从

保护既有投资等现实角度出发，企业在进行信息化战略规划

时必须最大限度的基于其信息化现状。因此，对企业现有信

息化能力进行评估、对信息化现存问题进行诊断并拟定改进

策略，是企业进行信息化战略规划的基础。

模型第②阶段将对企业信息化现状进行综合评估，评

估可分为企业现有信息能力评估与企业信息化现存问题诊

断 2 部分：（1）通过评估得到的企业现有信息能力，与模型

第①阶段的输出结果“企业信息能力要求”进行“应有 / 现

有”间的差距分析；（2）通过对企业信息化现存问题进行诊

断，可进行改进策略分析。以上述分析结果为输入展开分

析，可获取企业信息化战略需求。

需特别强调的是，企业信息化现状评估应对包含信息

系统在内的企业信息化体系现状进行评估，而大部分现有信

息化规划方法在涉及信息化现状评估时往往仅关注信息系

统现状。虽然企业的信息化工作主要是围绕信息系统的规

划、建设、保障、维护展开，但若仅对信息系统本身进行分析，

则容易忽视影响信息系统成效的内因。

本文结合多年实践经验，总结了适用于企业信息化现

状评估的评价维度，如图 3 所示，分为信息化管理、信息系

统、信息化支撑 3 部分共 11 个维度，通过对不同的维度赋

权，可较为全面地对企业信息化现状进行量化评价。

图 3　信息化现状评价维度

Fig.3　Evaluation dimensions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 situation

2.2.3 解决方案分析

在第②阶段的基础上，第③阶段可运用 BSP、SSP 等方

法，开展企业信息化战略解决方案分析，并绘制出企业信息化

战略蓝图。在开展本阶段工作时，需对企业外部环境进行综

合考虑。需展开分析的外部环境主要有 3 个方面：（1）标杆案

例分析，通过对同类标杆企业进行分析研究，吸收其经验、教

训，为企业拟定信息化战略解决方案提供有益借鉴，如波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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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洛克希德 · 马丁公司等先进同类企业的信息化实践经验；

（2）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分析，充分考虑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与

应用前景，可使企业信息化战略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3）外部约束分析，此部分是外部环境分析中的重点，其分析

结果也是模型第④阶段的重要输入。外部约束分析应从财务

投资、企业文化、人员配置、行业要求等多方面对企业信息化战

略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和判断。特别是对于具有国防

属性的航空工业企业而言，其在制定信息化战略解决方案时必

须要考虑包含安全保密要求在内的众多行业硬性约束条件。

2.2.4 行动方案拟定

模型第④阶段将在前几个阶段的基础上拟定企业信

息化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是指引企业信息化战略蓝图落地

的具体步骤，在拟定行动方案时，可首先运用工作结构分解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等工具将企业信息化战

略蓝图分解为项目群，再在考虑外部约束的基础上，分析各

项目间的依存关系、轻重缓急以及各项目的资源需求，并综

合以上因素制定企业信息化行动计划、绘制项目网络图。对

于网络图关键路径上的重点项目，还应运用 APA 等工具对

项目风险进行评估与预判，进而有效地规避或降低风险，保

障实施成效。

企业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还应面向内部各层级对

信息化战略蓝图与行动方案进行有针对性地宣贯，以最大程

度求得共识与支持，确保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成功落地。在

企业实施信息化战略规划的过程中，还应针对各输入变量的

调整及时开展规划的滚动修订工作，以持续保证规划的科学

性与有效性。

3 结束语
企业战略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热

点。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研究子类的企

业信息化战略研究也越受到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关注。本文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旨为航空工业企业的

信息化管理者提供一个易于操作且能够与企业信息化现状

较好衔接的信息化战略规划思路。

在笔者长期实践中，该模型的有效性、可行性得到了验

证，但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1）模型中定性分析的比重过

大；（2）支撑模型的各类表单标准化不足；（3）各分析方法之

间的衔接关系还不甚清晰等。同时，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常

常面临更为复杂的情景：（1）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企业信

息化规划的敏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开放市场环境下

的企业经营战略本身处于动态调整之中；（3）受多种因素制

约，企业可能尚未制定清晰的经营战略或其落实在纸面上的

经营战略并未反映出企业真实的发展意图；（4）作为以往决

策成果的现有信息系统早已不能满足企业需求，但受众多非

技术因素的制约，该信息系统仍将在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上述问题，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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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及时开展规划的滚动修订工作，以持续保证规划的科学

性与有效性。

3 结束语
企业战略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热

点。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研究子类的企

业信息化战略研究也越受到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关注。本文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旨为航空工业企业的

信息化管理者提供一个易于操作且能够与企业信息化现状

较好衔接的信息化战略规划思路。

在笔者长期实践中，该模型的有效性、可行性得到了验

证，但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1）模型中定性分析的比重过

大；（2）支撑模型的各类表单标准化不足；（3）各分析方法之

间的衔接关系还不甚清晰等。同时，企业信息化战略规划常

常面临更为复杂的情景：（1）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企业信

息化规划的敏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开放市场环境下

的企业经营战略本身处于动态调整之中；（3）受多种因素制

约，企业可能尚未制定清晰的经营战略或其落实在纸面上的

经营战略并未反映出企业真实的发展意图；（4）作为以往决

策成果的现有信息系统早已不能满足企业需求，但受众多非

技术因素的制约，该信息系统仍将在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上述问题，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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