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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助力研究型企业管理效率提升① 
商 明, 林 茂, 董玉敏, 杨 敏, 何 芸 

(新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地球物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3) 

摘 要: 做为现代企业的重要模式研究型企业因其独特的盈利模式更需要提升管理效率. 管理体系信息化是提

升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 但是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目的以及应用过程会影响到它在企业内部的应用效果, 系统

开发完毕后在企业被空置、流于形式的现象大量存在. 如何使管理信息系统真正成为企业管理的有效辅助工具需

要从系统建设目的和建设过程开始研究. 本单位立足企业自身管理体系, 以满足管理人员日常管理需要为目标, 

采用敏捷开发方法将管理体系信息化, 取得了良好效果.  

关键词: 研究型企业; 效率; 管理体系; 协同管理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Management Efficiency 

SHANG Ming, LIN Mao, DONG Yu-Min, YANG Min, HE Y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n Jiang Oilfield, Urumqi 830013,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tyle of modern enterprise research-based compan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because of its special profit mode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but the development objective an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will affect its result in company. A lo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become formalistic after 

the end of system development. It needs to be researched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goal 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at how to make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ecoming effective tool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company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developed with agile method to satisfy the daily management needs and that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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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环境和知识经济背景下, 竞争

日益激烈, 依靠产品销售产生利润的上升空间有限, 

企业开始向管理要利润, 同时, 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

赋予企业新的能力, 使企业从成本、效率等优化中激

发新的利润增长点. 现代企业越来越注重管理效率的

提升.  

伴随着知识经济发展, 一些研究部门从原企业或

机构中脱离出来独立经营, 逐步形成专门从事技术研

究的企业, 称之为研究型企业. 研究型企业通过高科

技手段的辅助, 利用员工的脑力劳动对现有知识和科

学技术进行综合应用, 开展知识的对比、分析、总结, 

在前人脑力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认识和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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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企业以这些新成果、新认识做为企业的生产产

品, 提供给有相应需求的客户, 完成企业运行和发展. 

这类企业具备以下特点: 

1) 企业员工主要由高学历、高素质科研人员组成, 

企业成果和效益大多来自科研人员的脑力劳动.  

2) 企业产品表现为“一点新认识、新发现”, 属于

新的知识体系, 通常以文字报告、图件、设计方案等

“无形资产”形式保存, 并不断在随后的工作中引用、更

新、升级、重新认识. 这些知识资产的反复应用、相

互支撑和协助形成新的产品.  

如何使员工将工作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科学

研究是确保研究型企业获得更多知识产品, 赢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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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关键. 研究型企业因此更应该注重优化管理工

作模式和效率.  

 

1 研究型企业管理信息化需求分析 
笔者所在单位是一小规模研究型企业. 随着科研

工作的逐步深入和工作目标的不断提升, 研究工作难

度逐步加大, 企业内部管理的各种效率问题因此越发

显得突出. 主要表现有:  

1) 日常管理流程缺乏信息化支持, 效率低下. 工

作审批流程需要相关人员拿着纸质报告寻找各级管理

人员签字审批; 因领导出差在外导致审批流程拖延; 正

常会议因员工寻找领导审批报告打断; 项目研究完毕

后等待各级管理人员有共同时间集中审查而延期等.  

2) 在线的管理信息系统互无联系, 效率低下. 部

分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内容重复, “信息孤岛”带来的重

复性工作, 严重影响科研人员参与日常管理的积极性.  

3) 企业管理信息、科研项目中间成果信息以及体

现研究成果的各种汇报材料、技术文档没有进行制度

性归档管理, 分散在企业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手中, 

共享利用率低下. 查阅参考某些管理信息或技术文档

时, 出现不知到哪里去寻找的现象.  

4) 管理过程人为因素较重, 出现先办事后审批、

只办事不审批、审批过的事情没有办理. 管理过程以

口头形式传达, 管理过程不规范, 无法保留必要凭证, 

出现问题很难分清责任.  

5) 科研员工通常更关心科研工作, 对管理工作没

有太大兴趣, 不太愿意参与日常管理工作, 不希望管

理人员对科研工作有太多干涉. 现行管理工作的低效

率和随意性为科研员工提供了拒绝参与日常管理的借

口, 同时, 科研人员在管理过程中的缺失或不积极又

导致管理效率的进一步下降.  

为解决以上问题, 提升管理工作效率, 笔者单位

通过认真分析认识到利用信息化工具将内部管理体系

进行电子化, 能够在现阶段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根据

企业特点和现行管理体系运行状况, 确认在企业内部

整合现有各种信息管理系统, 立足企业现有 QHSE 管

理体系开发统一管理平台.  

 

2 管理信息化主要做法 
通过分析管理现状, 笔者单位下决心重新整合过

去开发的各种内部管理信息系统模块,将企业内部所

有管理环节(人、财、物、体系等)统一按照管理资源进

行规划, 选择业界最能适合本企业管理需求的协同管

理技术作为开发基础, 建设一套完整的企业内部协同

管理平台. 正如图 1 所示系统功能架构图展示, 该管

理平台是以企业内部人才管理(人力资源系统)建设作

为基础, 以企业内部管理 QHSE 体系的电子化作为基

本目标, 整合人力资源、知识体系、审批体系、项目

管理以及数据管理、运维体系等多种管理资源, 以

QHSE 体系电子化后形成的各种电子流程将各种管理

环节串联在一起, 以图表形式作为管理过程和统计数

据的表现形式, 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管理系统.  

 

 

 

 

 

 

 

 

 

 

 

 

 

 

图 1 企业内部协同管理平台架构图 

 

该系统将所有管理资源集中整合建立数据结构后

使用关系型数据库进行统一管理,将企业内部管理体系

电子化成一系列管理流程,利用这些管理流程将数据库

中管理数据串接成一个整体,实现数据的动态更新和管

理应用. 利用 J2EE 开发技术将管理系统内嵌到企业内

部门户网站当中, 实现基于 WEB 的远程应用, 科研人

员只需通过登陆企业内部门户网站即可参与管理流程. 

系统内嵌的图形报表生成模块实现各种管理数据的统

计展示, 通过 API 接口应用利用即使通讯软件将一些

管理动态即时通知到每一个参与的用户桌面. 

应用系统功能设计完毕后, 项目组开展了一系列

系统开发工作.  

2.1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的选择 

现代企业管理过程强调协同. 管理的核心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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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资源的掌控、协调及优化, 确保资源为共同的

目标进行协调运作, 通过对各种资源最大的开发、利

用和增值以充分达成一致的目标(见图 2).  

 

 

 

 

 

 

 

 

 

 

 

 

 

 

图 2 协同管理技术体系框架 

 

目前管理信息系统多采取协同应用实现方式, 以

人员管理为基础, 以流程电子化为锁链, 整合企业内

部资源, 关注过程管理, 强调沟通协作. 笔者单位经

过多方对比考察, 选择成熟产品作为企业协同管理系

统开发基础平台, 采取功能定制, 逐步完善, 建设实

现企业管理体系和企业知识体系.  

2.2 高效的实现部署使管理信息系统快速发挥作用 

企业建立管理信息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管理效

率. 但是, 很多企业在建设信息系统时往往会陷入“技

术陷阱”: 着重考虑系统体系架构的完整性和完美性, 

考虑最新技术的应用, 系统界面的美观和方便易用, 

考虑系统建设能够为本单位培养信息建设人员, 获得

比同行业更高明的科技成果. 按照这种思路设计信息

系统, 系统体系架构会较为复杂, 投入经费和资源会

较为庞大, 开发过程长达 1-2 年. 往往造成花费 2-3 年

开发的系统由于计算机技术有了新的进步, 刚开发的

系统还没有投入使用就已经落后于技术进步, 需要进

一步开发.  

为避免以上开发模式带来的弊端, 笔者所在企业

采取敏捷开发和轻量开发模式, 通过引进成熟开发技

术和高水平开发团队, 基于企业现有 QHSE 体系文件, 

梳理、流程化管理过程, 在成熟产品平台上按照现有

管理过程定制开发各类管理流程, 并在较短时间内投

入日常管理过程中, 使管理信息系统尽早发挥作用, 

促进系统建设良性循环.  

首先, 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和信息建设人员在外部

开发人员的配合下对现有 QHSE 管理体系进行梳理, 

挑选出最迫切、最常用的管理流程进行电子化. 项目

组成员花费 62 天完成 54 个管理过程的电子化, 形成

了日常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系统原型. 使企业协同

管理信息系统做到“当年确定目标、当年设计开发、当

年投入应用”, 在时间上保证了管理效率提升目标的

顺利达成.  

2.3 行政措施保障管理信息系统融入日常管理工作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就是一把手工程”. 企业管理

信息系统一般会改变企业内部常年形成的管理工作模

式, 与现有人员的工作习惯和工作过程发生一定程度

的冲突. 推广应用不得力会造成信息系统和日常管理

过程被人为分割成不同部分, 电子表格和纸质表格同

时在企业内部流转, 系统形同虚设, 最终“不了了之”

或“成为摆设”. 这些往往跟企业管理层“犹豫不决”以

及“模棱两可”的态度相关. 说到底企业管理的好坏最

终取决于管理层对企业管理的理解、接受和决心.  

笔者所在企业在确认建设管理信息系统之初就取

得了企业管理层的一致支持. 项目组由企业主管领导

直接管理, 在系统开发完毕后召开了全体员工参加的

系统投用大会, 由企业主管领导亲自向全体员工说明

了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表达管理层

的推广决心. 系统上线后及时停止所有相关纸质流程

的执行, 主管领导不再审批非管理信息平台上的相关

管理流程使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意识到管理层的决心, 

普遍接受了电子化管理流程, 迅速高效的将管理工作

迁移到综合管理协同平台. 另一方面, 项目组强化培训

力度, 分层次、分场合、分类别地开展了大量的应用培

训工作, 通过“大课讲原理基础、根据角色培训操作过

程、面对面强化应用水平”等多种方式将协同管理平台

理念和应用技能教授给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 使他们

迅速掌握应用能力, 不再畏惧或拒绝使用管理平台.  

2.4 持续改善确保管理信息系统正确管理实际状态 

笔者所在单位花费 4 个月的时间完成管理信息系

统从需求分析确立到推广应用的过程. 快速开发虽然

能够保证管理信息系统最快产生效益, 但是管理工作

是一个持续优化完善的过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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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精细化管理发展图 

 

在完成协同管理平台开发工作后继续保持项目组

组成结构, 主要完成流程完善、优化和再造工作. 从标

记出的管理流程版本号可以看到该流程已经进行了 5

次调整, 管理层次和管理序列在 V5.0 中更加顺畅合理, 

管理过程中审批环节明显减少, 判断条件更加清晰(见

图 4).  

 

 

 

 

 

 

 

图 4 出差审批管理流程实际效果图 

 

另一方面, 随着系统应用的不断深入, 新的管理

需求不断涌现, 项目组的存在保障了新需求的及时上

线投用, 满足了日常管理工作的需要. 例如从“工作留

言”流程延伸出“请示批复流程”和“任务指令下达流

程”, 后期又开发了“请示批复传阅”流程. 新的管理流

程不断提出保障了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也规范

和简化了管理行为, 提升了管理效率.  

2.5 良好的权利划分体系, 便捷的使用方法, 简化了

科研人员承担的管理工作 

良好的权限划分体系使得企业每个职工在管理信

息系统中的角色明确, 管理层次和发挥作用清晰准确. 

本单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企业

QHSE 管理体系划分管理权限体系, 建立不同级别不

同使用权限的管理角色, 将所有职工有序安排成管理

信息系统中某一层次、某一级别、某一环节的不同角

色, 使其发挥相应的管理作用. 不同的用户看到的管

理界面各自不同, 能够使用的管理流程各自不同, 在

管理流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通过权限划分有

效降低流程中单一角色的管理工作强度. 对某一角色

而言只需填写相应的审批意见, 系统将自动完成流程

随后的过程管理工作, 科研人员承担的管理工作大大

简化, 参与管理的积极性随之有所提升.  

通过以上措施的持续性实施, 协同管理平台运转

良好并有效辅助了企业管理工作的规范高效开展.  

 

3 管理体系信息化实际效果 
笔者所在企业协同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历时 4 年, 

目前已基本建成“以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信息作为基础, 

以管理流程作为系统功能模块纽带, 集多种业务管理

于一体的、多维度的、以过程管理为核心的综合管理

协同平台”. 图 5 所展示是笔者单位现有人力资源分布

情况, 由管理系统根据管理数据实时自动生成. 该平

台是企业 QHSE 管理体系的电子化体现, 通过这一系

列系统功能有效提升了企业内部管理效率, 助力企业

科研效益取得, 实现业务过程精细化管理.  

 

 

 

 

 

 

 

 

 

 

 

 

 

图 5 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图 

 

该系统在笔者单位的应用主要体现以下几个应用

效果.  

3.1 管理效率明显提升, 科研人员可以将更多的时间

和工作精力投入到科研生产工作当中 

该协同管理平台建设完成 14 大类 75 个管理流程, 

涵盖本单位管理的方方面面. 每年累计流程归档数目

达到 9000 多个, 平均每人每年至少发起 30 个左右的管

理流程. 随着科研和管理人员参与程度不断加强,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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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管理流程全过程流转的时间明显减少, 过去需要 1

周到半个月的审批流程, 目前都能 2-3 天内完成. 诸如

“休假、出差”等审批流程流转时间也从 2-3 天减少到几

个小时以内. 管理人员花费的审批时间明显减少.  

3.2 精细化管理对提升管理效率有明显帮助 

管理协同信息平台能够很好地实现对企业管理过

程的精细化管理, 通过对管理流程过程和审批环节的

分析可以发现流程究竟耽误在哪个环节, 成果质量问

题究竟是由哪个审核环节的疏忽造成的. 通过及时有

效的干预和善意提醒可以提升管理的工作效率和工作

质量, 最终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效益.  

目前绝大多数日常管理工作都在协同管理平台开

展, 基本杜绝了“管理工作现办后批、只办不批、批了

不办”等管理弊病. 管理工作在平台上保留了详细的

过程记录和办理意见, 一旦发生矛盾或失误, 可以从

协同管理平台中找到相关信息资料确认责任范围. 大

量详细的管理信息也是企业管理工作总结及资料查询

的数据基础.  

3.3 详尽完整的工作记录提供决策依据 

研究型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科研员工, 对员工

资源的合理管理是企业取得更大效益的根本. 通过 4

年的建设, 协同管理平台中为所有职工建立了工作业

绩档案, 实现了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动态管理和动态调

整. 员工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查询各自的工作业绩档案, 

找到个人在企业内部一点一滴的成长经历, 凝聚企业

认同感, 感受到企业与个人“荣辱与共, 共同奋斗”, 激

发更高的工作热情和企业忠诚度. 与此同时, 该系统

完毕的数据记录为科研人员填报各类人事表格节省大

量的查询时间. 管理过程流程化简化了科研人员承担

的企业内部日常管理工作内容, 避免科研人员的工作

时间和工作精力浪费到管理过程中“跑审批”等重复性

体力劳动, 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技术研究

工作当中, 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科研效益的产出.  

 

4 结论 
通过长达 4 年的持续开发建设, 笔者所在企业投 

 

 

 

 

 

用的协同管理平台在管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辅助管

理功能, 有效提升了管理效率. 通过管理效率提升以

及管理流程优化有效减少科研人员参与管理工作的时

间, 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生

产工作当中, 从而进一步提升科研型企业效益的产生.  

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还需要长时间持续开展, 

需要持续投入技术、人力以及经费资源进一步优化、

完善、再造管理流程, 进一步细化企业日常管理过程, 

更加注重管理细节和过程化, 注重管理数据的收集和

再利用, 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科研工作的有序开展.  

目前协同管理平台管理的内容还不是非常完备, 

部分管理体系还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并及时进行电子

化, 今后的完善工作将集中在:  

1) 企业内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的建立和

应用;  

2) 企业内部全员绩效考核评估体系电子化和应用.  

相信通过今后一段时间的深度应用, 基于 QHSE

管理体系的全方位综合协同管理体系将为企业科研生

产效益的顺利产生奠定扎实的管理基础.  

参考文献 

1 邓菊香.浅析创建学习型企业.企业导报,2013,( 1). 

2 史宪铭,龚京忠,李国喜,阮启明.研究型企业 CIMS 结构.制

造业自动化,2001,(3). 

3 陆莹,李芬.浅谈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武汉

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 

4 施进发,李济顺,焦合军,孙建辉.面向网络化制造的中小企

业协同设计系统.兰州理工大学学报,2008,(5). 

5 成杨,金敏力.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办公自动化,2007,(10). 

6 詹杰.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与对策.天津市经理学院

学报,2007,(4). 

7 吴岩.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现状、问题和策略.经济师, 

2005,(2). 

8 朱鸿林.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现代管理

科学,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