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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语言管理方法与企业信息系统设计 

张西振 王甲佳 

一、应该怎样看待“平台” 

平台软件的出现带来了一个悖论：它本来是软件工程技术进步的产物，

却又将软件工程技术推向了后台，使企业信息化关注的重点从软件回归到管

理。从这次选型接触到的软件公司来看，软件供应商（包括那些专门的平台

软件供应商）对平台软件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到位——许多标准化套装软件供

应商对平台软件表现出了极大的敌意，另有一些软件供应商则将平台软件看

成是软件工程技术的一次普通的升级，而绝大多数平台软件供应商还在用销

售标准化套装软件的方式销售平台软件。事实上，平台软件所带来的，不仅

仅只是使ERP能够随需而变，使用户稍微有一些主导权那么简单，它第一次将

软件工程技术推向了后台，让管理活动的主体——管理者有机会充当企业信

息化的主要角色，而不是企业信息化系统的被动的使用者。打一个通俗的比

方，平台软件给管理者（在企业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方面）提供了一个让管理

者有可能在其上方便快捷的建立企业信息系统的工作台，在这个工作台之

上，管理者有可能按照实际管理的需要建造一个适应性的信息化系统。东经

CIO王甲佳认为，平台软件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包含在企

业信息化中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在平台软件基础之上实现的企业信息

化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息化。 

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呢？最主要的变革，首

先应该是从当前的以ERP为核心的“梅花桩式”（ERP、CRM、SCM等分散又相

对集中的传统机制）企业信息化系统的“制造体制”向一种全新的适应性的

企业信息化“建造系统”转变。（这一转变与软件供应商既有的售前、售后

服务体系和指导思想是从根本上相冲突的，基于平台软件的企业信息化项目

不被传统的“制造体制”窒息而死，就需要拿出当年邓小平搞经济特区的气

概，在能够充分运用既有资源的情况下，划出一个“深圳特区”来搞实验，

从而为新的“建造系统”开创一些既基本又根本的“项目管理”新方法）。 

管理软件从诞生之日起，就过分沉醉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幻觉中，忘记

了管理软件需要直接朴素的表达管理者的工作，忘记了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与

所使用的信息化系统的联系。特别是以ERP为核心的“梅花桩式”标准化套装

软件的最终成熟，终于创造出了一种企业管理的智力框架，在这个框架中解

决问题的办法就像软件供应商打算去解决的问题一样的呆板和无情。  

平台软件的出现，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条件，让我们可以在企业信息化中

开始关心管理者，体现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工作习惯乃至感情因素，让我们

所建立的信息系统能充分体现管理的真正价值，让管理者为在这种信息系统

支持下工作而感到骄傲和幸福，让企业信息化系统中跳动着管理者的生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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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让他们感觉到的这就是他们“自己的”系统，是他们的有生命的大脑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体现着“异己力量”的软件。这

种信息化系统的出现，仅有平台软件这个技术条件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全

新的“建造系统”来支撑，而这个建造系统尚需要我们将其创造出来。 

我们需要认识到，每个企业和每个管理者都是独特的，只有承认这种独

特性，才有可能使得信息化系统可以用于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不是扼杀其

核心能力；有利于提升管理者的工作效率，让管理者能够更加快乐的工作而

不是剥夺管理者的尊严。其次，要认识到每个企业和企业中的每个部门、每

个管理者都是整个产业社会的一部分，需要与其他人、其他部门、其他企业

有效的联系和协同工作，而信息化系统应该是增强这种有机联系的重要载

体。然而，这两个互补的因素都被标准化套装软件所忽略了。一方面，标准

化套装软件是完全相同的，机器一般的，象模子做出来的一样，几乎完全不

能表达不同企业、不同管理者的个性。它们压抑个性，压抑关于一个企业的

任何奇妙和特别之处。另一方面，这些软件始终关注工作流程，没有给管理

者和企业之间进行交流、碰撞、联谊提供有效的人性化的空间。这些软件是

冷冰冰的，利用这种软件来工作让人感到孤独、缺乏友谊，不能让人感觉到

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种让人感觉冷酷无情的管理软件是由目前通行的软件开发体制所决定

的。软件由那些远离企业管理环境，也许终生都不曾从事过任何管理活动的

IT技术人员大规模集中开发出来。他们开发这些管理软件的依据是所谓世界

上最佳企业的最佳实践，而这种所谓的最佳实践是否真的能够找到尚不可知

（假如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可以通行的“最佳实践”，那么管理的鲜活生命也

就该结束了）。政府的企业信息化资金支持政策也是这种体制得以运行的要

素之一，政府的钱“不用白不用”的冲动让许多企业决策者乐意购买这些不

知道是否真正发挥作用，也不知道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的管理软件。在管理

软件推向中小企业市场的时候，某些软件供应商又提出“白菜”理论，试图

用低廉的价格维持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管理软件开发体制。虽然，在这种

体制下，通过实施阶段的选择、调整和代价高昂的“二次开发”可以使得管

理软件“稍微”适应企业的个性化需求，“稍微”更尊重管理者的意愿。然

而，这种极端“工业化”的软件开发体制必然导致管理软件从根本上的异

化。只有挑战这一开发体制，使企业信息化系统的“建造”体制发生一场根

本的革命，这种异化才有可能得到实质上的改善。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出，管理软件的种种弊端，根源于管理软件制造

体制上的过渡集权，而对具体细节控制不够。管理软件难以适应企业现实而

需要乞求于被曲解的“流程再造”，是因为控制软件形式的决定太远离与企

业日常工作相关的人群和现场，因而不能明智和切实地适应日常管理工作的

具体情况。在这种体制下，只能创造出一些最一般的抽象形式，和企业的真

正需要、真正要求以及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管理者所要经历的

每时每刻真实的日常生活仅仅保持了最抽象的关系，不可能建造出让管理者

感觉舒适惬意、方便快捷、与他们的日常工作相匹配的信息化系统。这样一

个体制又是强大的，能够迫使管理者不得不使用这种名义上是“为”他们建

造的信息化系统，然而对于这个他们要每日每时的在此工作的系统却不能进

行任何最基本的、令人感到愉悦设计和改进。我们可以用刻薄一点的语言表

述，产生以ERP为核心的“梅花桩式”的标准化套种软件的那种大规模工业化

的软件开发体制几乎毫无例外的是由错误的人在错误的地点做出的错误决



策，几乎不可能仔细地将管理问题处理得恰到好处，而只能是“恰到错

处”。以SAP为代表的一类软件试图用“穷举”所有管理情景的努力也只是在

错误的道路上更加勤奋的赶路而已，因为尽管他们能够为用户提供100种不同

式样的管理作业标准，但仍旧只是一些僵死的标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穷举”的可能性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企业信息化建造体制能够具体地、细致地注意到管理

活动的所有详情。因为人们只有了解了这些详情才能把每个企业的信息化系

统以自己的水平、自己的高度建设得“恰到好处”，使信息化系统能够准确

地适应企业、部门、管理者所需要感受的所有内外之力，并在实现“力场和

谐”地同时能够发挥自己的核心能力，为更大的产业系统作出自己的贡献。

刚刚故去的德鲁克最富洞见的看法是，公司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

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在新的信息化建造体制下建成的信息系统，应

该是这个“结构”的完美体现。 

平台软件所可能带来的管理软件制造体制变革，也许还包含着更深层的

意义。我们知道，目前管理软件的主干是工业生产管理，其他都是枝叶（包

括“知识管理”也不过是对工业生产管理知识的“仓储”管理），这在工业

社会中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工业生产就是工业社会的主干。但是，在21世纪

到来的时候，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世纪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正在发生深

刻的变化，开始由工业生产向知识生产过渡，企业纷纷宣称自己是“××解

决方案”提供商（且不管其真假）就说明知识在价值创造中开始占据主导地

位，而物品则成为知识的附庸。这种变化给管理提出的挑战是德鲁克已经看

到的，他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写道：“在20世纪，管理所做的最重要

也是惟一的贡献，就是把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了50倍；在21

世纪，管理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使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得到同样的

提高。” 21世纪管理的核心问题，必然是对“知识生产”的管理问题，而知

识生产目前还处于“个体手工业”阶段，知识的组织化协同生产是知识经济

社会的必然要求，而知识的组织化协同生产不可能延续工业生产的“流水

线”模式，实现知识组织化协同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知识生产团队

的主题共享；（2）知识生产团队模式语言共享；（3）知识生产团队任何成

员的阶段性成果能够即时呈现。在这三个条件下，通过最大限度的避免知识

生产过程中的“重复劳动”来极大的提高知识生产率（工业生产管理正是通

过减少重复劳动才将生产率提高了50倍）。这三个条件需要有相应的信息系

统作为技术支持才能实现，而平台软件的出现为建立这种信息系统提供了可

能性。也许，平台软件对知识经济社会的作用，可以与蒸汽机对工业经济社

会的作用相提并论。 

二、如何在平台之上建立一个适应性的信息系统 

平台软件提供了企业自主建立一个适应性的信息系统的可能性，但也仅

仅是一种可能性。在“平台之上”，还需要建立一种企业信息系统的“制造

体制”（也可以狭义的理解为“项目管理”，但已经不是标准化软件实施项

目管理的意义了）。创造出这样一个全新的“体制”，才是确保用户应用平

台软件建造“自己的”信息系统的成功关键。不然用户购买一个平台软件，

就像买到一块地皮，有人替他打牢的地基交给他，他却不知道如何在上面建

造一座大厦。就算勉强去建，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还可能建成一个豆腐渣



工程（不是因为偷工减料，而是因为不懂建筑方法）。 

这个全新的企业信息化建造体制，或者说是在平台软件之上建设一个信

息系统的“项目管理体制”，需要遵循如下七大原则： 

（1）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全面负责制原则 

现行的体制下，管理软件开发与实施顾问、项目管理是相互分离的，这

种分离导致了设计开发人员只能使用充分标准化了的构件才有可能进行设

计。这是使得管理软件在标准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根本原因之一。只有在

一个既懂得软件基础知识，又懂得管理原理，并能够在“现场”与管理人员

进行实地交流和指导的被我们称之为“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的人在现场

负责一个企业的信息化项目，所建成的信息化系统才可能不再是一种被生产

出来的“物品”，而是被培育、制作、塑造而成的充分体现企业、部门、管

理者个人的个性特征的“自己的”信息化系统。 

这一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性化的信息系统的建成依赖于与企业、

部门、管理者的直接联系，依赖于与所有参与建造它的人们的直接联系。承

担这种联系的人必须深入现场，能够与现场的管理人员进行充分的对话，同

时又懂得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内在规律，能够归于参与建设企业信息化系统的

管理人员以专业化的指导。因此，这一原则是新体制的第一原则。 

这就需要一种新型的人才、一种新型的管理机制、一种新型的专业人士

去运作企业信息化建造体制。这些“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不仅仅是一些

IT技术人才（尽管他们确实是IT技术人才），但他们首先是企业信息系统建

造过程的领袖和管理顾问师，并能够领导和指挥大规模企业信息系统建设工

作。他们是一类新人，急需要我们去发掘、选择和培养。由于这样的“企业

信息化设计建造师”需要长期负责一个企业的信息化项目，同时又不能同时

负责太多的项目，因此对他们的需求将是大批量的。在没有培养出大量的

“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之前，在“特区试验阶段”只能由具有不同才能

的人组成一个“豪华型团队”来充当这个角色，但这种高成本的投入将是暂

时的，大量的“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活跃在企业信息系统建设第一线的

情景是不会太遥远的。这些“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有着更大的权利，但

他们所管理的领域却更有限。他们将对整个企业信息系统建造过程负全责，

并且不像现在的IT项目经理一样完成一个项目后马上离开——每一个企业的

信息系统都将是他们的创造性的艺术化的作品，并且将象养育一个孩子一

样，不但让他出生，还要抚养他直至成人。 

（2）信息化项目建设营地原则 

平台软件之上的企业信息化项目是以广泛分布的、权力分散的当地信息

化项目建设营地为基地的。每一个这样的营地都具有企业信息化建设所需要

的软硬件设施、资料和办公场地。这些营地应该距离用户企业很近，它将成

为地域性企业信息化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活动中心。在企业信息化项

目启动之前，这里是与用户进行交流、沟通、演示以及让准用户的相关人士

进行体验、认识企业信息系统的场所。在企业信息化项目实施过程中，这个

营地是一个指导中心、支持中心、协同工作的场地。在项目主体完成后，它

又是一个维护中心、改进中心、经验交流中心。这个营地与用户始终保持着



一种良好的血脉关系。 

“信息化项目建设营地”是“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的营盘，“企业

信息化设计建造师”依托这个营地一次直接负责很少的企业信息化项目，以

便每个“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在信息化项目中和所有用户保持直接地联

系，使得用户想以独特的个性建设自己的信息系统时，他能够帮助用户进行

设计，并帮助他们建造，这将使得每一个信息系统的每一部门都能都被准确

无误地建造出来。 

“信息化项目建设营地”为“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提供一个大本

营，提供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和便利，为新的企业信息化建造体制提供一

个存在的基地，这种营地最好是建立在一个企业群落中的某个企业之中，这

个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经验本身就为这种全新的建造体制提供了实验的中介和

样板。在营地中，有所辐射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整套工具和设备，甚

至也是创造发明新的应用工具的地方。在这个营地中，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

查阅、探讨能够用于他们的信息系统设计的模式语言，有专门的房间作为人

们阅读、研究、体验、讨论这种语言的场所。它是一个项目进度控制和记录

的中心，也是项目进程中聚会的场所。通过这个营地，用户企业的各类人员

可以逐步熟悉整个信息化建造过程，并把这个过程当成自己应该承当的义

务。当一个营地周围的企业信息化已经达到较高水准，不再需要“企业信息

化设计建造师”进行现场指导的时候，这个营地的大部分初始功能将会丧

失，“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师”将会迁移，而这个营地只保留最基本的维护

和联谊功能。 

（3）共同设计原则 

平台之上的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精髓在于设计是由用户自己进行的，而不

是由一些远离现场的专门的设计人员集中设计出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企

业信息系统的抽象性和疏远化。用户参与共同设计确保用户表达出自己的真

实意愿，并且在概念形态、模型形态时能够多次确认和发展自己的思路，而

不是通过严格的需求调研程序确认的工作流程到开发完成交付时用户已经认

不出自己的设想，或者已经改变了想法。 

新的信息化建造体制支持供应链上的企业一起来设计公共的信息系统，

并把这种设计作为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一种通路。这种供应链段落上的企业

共同设计公共信息系统（一般由某个链主企业作为主导），然后再设计企业

信息系统的做法，能够使得独立企业的信息系统能够更好的与供应链接轨。 

共同设计的前提条件与就是知识组织化协同生产的三个条件，详细一点

叙述就是： 

1）共享的管理理念和企业信息化愿景，所有参与设计者要形成一些基本

的共识。这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管理理念作为共同的主题，否则将会看到无休

无止的争论而没有任何成果。 

2）共享的方法体系——企业信息化“模式语言”体系。一个统一的方法

体系“语言”才能够保证许多人的工作能够“兼容”和相互交流。一个大规

模共享的模式语言库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基础，这可以通过网络建立起来。而



信息化项目的第一步就是由参与者共同选定和创造新的模式语言。 

3）能够呈现每一个人工作阶段性成果的信息平台。许多人协同工作最可

怕的后果是每一个人的工作不能与其他人的工作协同一致。在传统的项目控

制手段中，我们使用的是将项目工作彻底分解，然后分配给不同的人去完

成。这样的方法最大的弊端是达成共识的艰难和分段进行的子项目完美的衔

接，实际上这是工业化流水线生产思想在信息化建设中的套用，出现种种不

适应和造成大量的项目失败是必然的。通过一个呈现平台和相应的管理制

度，将每一个小组或个人的成果及时呈现出来，引发讨论和自适应行动，是

一个看似不那么井井有条但却能极大提高项目成功率的重要保证。 

这三条保证许多人能够有组织的进行智力劳动，达成有用的成果。 

保证共同设计的成功还需要创造许多相应的管理程序与管理制度。 

（4）一步接一步的建造原则 

这是一个与目前通行的总体规划方式不同的一种简单有序的方式。每一

个企业的信息系统设计工作都是在现场用相对粗略的方式进行的，很多时候

仅仅是以些构想蓝图，便没有对其中的细节进行极为严格的规划。所以，在

实施过程中，也不是根据严格的标准化的计划进行的，而是由一个接一个或

者一步接一步的操作体制所控制的。 

许多人看到这里会感到害怕——这样会不会造成混乱。实际上，造成混

乱的正是试图严格控制的企图，而“一步接一步的建造原则”能够让人们自

由的把它运用的每一个单元、每一个细节的设计建造过程中，并且是能够设

计建造出一个完好的、结构合理的企业信息系统的重要保证。 

这是一个建造有生命的企业信息系统的关键原则，其中还包含相当数量

的准则。 

（5）成本控制原则 

由于每一个企业的信息系统都不相同，并且其设计建造过程又是如此灵

活，对其成本进行控制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路。新的思路是采用一种“约

估”的成本计量和控制手段，使得整个信息系统的建设过程的成本能够为用

户所接受并且不使成本控制本身就成为重要劳动力消耗因素。 

这里我们要开发以一些列简易的成本评估方法。 

（6）共同工作中的人性化原则 

这是信息系统制造体制的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缺

少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不但是建设企业信息化项目的工作成为一

种枯燥乏味的苦役，而且其建设质量和效率也是难以保证的。 

这些原则包括： 

1）每天人们都要在一个确定的时刻一起工作（由营地事先搭建的信息平



台有利于人们在不同地点同时工作，但也要建立一起工作氛围）。必须确保

每一个人需要从事的多少种类的工作以及他们将要从事的工作的数量。同时

要让每一个参与者感受到参与信息化建设项目是一个施展自己的才华，表现

自己的技能，享受更多的友情的美差。 

2）每个企业管理者必须从事一定的信息化建设的事务性工作。人们只对

参与和付出的事物保有感情，才是“我们”的信息系统。 

3）每天都要做一些明确的事情。 

4）相互帮助进行较为困难的工作。 

5）每一个子项目的收尾都要有一个庆祝活动。有时候可以是非常简单的

庆祝。 

7）基础工作统一化原则 

这是平台软件支持下的新的企业信息化建造体制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效

降低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成本和提升其质量的重要措施。 

基础工作统一化是我们设想的“管理支持产业”的重要内容，能够统一

化的基础工作会有很多，但核心工作是共享模式语言库的建设，这是一项长

期而艰苦的基础工作，任何一个个别的用户企业和“企业信息化设计建造

师”都不可能独力完成，因此是管理支持联合体存在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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