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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化绩效评估体系及其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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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交通大学 CIM研究所，上海 200030；2.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 200233) 

摘  要：通过对企业信息化实施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分析研究，建立了一套可按实施阶段进行动态评估的信息化绩效评估体系。并在 AHP
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递进的层次结构，实现了对企业信息化的阶段性和综合性评估。通过对百余家企业的实际评估与考察，得到了理想
的效果。反映了该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且具有更强的实际操作性，为企业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反馈和改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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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an evalu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which can evaluate by
stages. And evaluating through progressive method of AHP model gives a phase-in and an all-around result.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mpanies have
practiced, which get reasonable and comprehensive result. Totally,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is scientific, rational and more exercisable provides the
enterprise timely feedback and improv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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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企业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资源开发由局部
到全局、由内部到外部、由战术层次到战略层次不断深化的
过程，其建设过程一般包括：计划 实施 评估 改进[1]，4
个环节贯穿于企业信息化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活动。因此对
于企业信息化绩效的评估应该不仅是一种事后的结果性评
价，即项目对于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估；而且也是涵盖
信息化全生命周期的过程性分析，即通过对信息化生命周期
设定几个节点，实现不同阶段的动态评估，提供及时有效的
反馈和改进信息。 

从对现有的指标体系结构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1)评估一般都是事后一次性评估，主要关注是信息系统

是否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 
(2)由于考虑角度不同，企业信息化的评价指标没有形成

一致的意见； 
(3)指标体系多以特征形态因素考虑为主进行划分，如组

织建设、基础设施、系统应用等； 
(4)评价方法主要有 2类：第 1类是主观赋权法，如层次

分析法、综合评价法等；第 2 类是客观赋权法，如主成分分
析法、因子分析法等。通过对现有指标体系的总结和分析，
本文将以信息化生命周期为范围，充分考虑信息化的形态和
过程两大特征建立一套根据不同阶段进行动态评估的指标体
系，由于指标体系的复杂，因此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估。 

1 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企业信息化绩效评估体系 
就信息化评估的目的而言，就是对系统开发过程以及已

运行系统进行不断的改善，但在实际操作中评估已经成为项
目结束而不是项目改进的标志，尤其是实施后的评估。因此
基于企业信息化系统开发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绩效评估体系是
对贯穿于信息化项目开发和运行全过程的一种动态评估体

系。通过对全生命周期设定特殊节点，分阶段评估每个阶段
目标，即总结成果、发现问题、并不断的完善。基于以上的
考虑，将评估体系划分成 3 个层次，如图 1 所示。第 1 层次
按过程特征将评估体系划分为：环境建设 应用实施 绩效
评估 3 个阶段，可以分别在 3 个不同的节点对信息化系统实
施的情况加以评估，也可以在实施后对系统进行综合评估。
第 2 层次按形态特征确定每一阶段所要进行评估的指标，虽
然过于细划会使企业信息化评估变得太过复杂，但如果单纯
地给各个指标打分会使评估变得过于主观，因此需要对评估
指标再进行一层细划，第 3 层次的内容根据可操作性原则将
每个指标细划为可以评估的具体内容。这样既使评估更加客
观，也不会过多增加评估的工作量。 

在实际进程中，信息化的实施随着企业的不同而具有高
度的不确定性，一般有 6 个方面的工作，包括：战略规划与
信息化需求分析，信息化基础环境建设与维护，基础信息标
准化、规范化，业务过程优化和重组，应用系统建设与运行，
信息化自我评估与再规划。如图 2 所示，因此，评估体系第
2 层次各阶段评估指标将按以上 6 方面的内容为范围进行  
划分： 

(1)环境建设：战略规划与信息化需求分析，信息化基础
环境建设与维护； 

(2)应用实施：基础信息标准化、规范化，业务过程优化
和重组，应用系统建设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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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绩效评估：信息化自我评估与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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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信息化绩效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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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信息化工程全生命周期 

1.1 企业信息化环境建设 
企业的信息化项目投资与企业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已成为

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问题，由于企业的目标变化太
快很难保证信息化实施与业务战略目标始终保持一致，因此
需要制度、组织、人力、技术和标准等方面的协调，确保各
类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和信息系统间的充分集成，保证信息
化项目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作为项目生命周期中的第 1 阶段，信息化环境建设包括
战略规划与信息化需求分析和信息化基础环境建设与维护： 

(1)战略规划与信息化需求分析：可以从时间跨度，建设
目标，需求分析，组织建设，技术架构，进度安排，质量控
制，经费预算实施措施，保障措施等内容的确定保证信息化
战略与企业的战略的一致性。 

(2)信息化基础环境建设与维护：为信息化的实施配置计
算机硬件和专用设备，建立必要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进行软
件系统的选购。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信息化环境建设可以进行 5 个方面内
容的评估，分别是： 

1)信息化评估与规划：决定了信息化建设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
既要具有超前性和灵活性又必须考虑到信息系统的开放性、可扩展
性和整体集成性以适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管理与业务模式的变
化要求。 

2)信息化组织：完善信息化建设管理的组织机构，包括确立信
息主管的决策地位，配置专门的管理和技术部门及人员，制定信息
化岗位、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和要求等。 

3)信息化培训：系统、全面的培训是保证信息化实施和应用的
前提。 

4)计算机拥有率：主要评估计算机拥有量，专用设备的配备情
况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 

5)网络与安全：包括网络建设、网站建设以及网络安全 3 个    
方面。 

1.2 企业信息化应用实施 
企业信息化项目实施与运行过程的总体目标是：确保系

统战略规划得以实现，并保证系统运行后功能和性能的满足，
是项目管理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也是信息化评估的重点。项目
的建设主要包括基础信息、业务流程以及应用系统 3 个方面
的内容，同时也是信息化项目生命周期第 2阶段。 

(1)由于基础数据薄弱以及对编码工作的认识不足使得
系统很难在企业里真正运行起来，建立起系统所必须的基础
数据是项目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许多基础数据不能正
确收集，其中编码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是软件本
身的问题，但是由于工作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企业的想象，
因此对于基础数据准备阶段的信息化标准化和基础数据规范
化的评估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2)由于越来越多的管理应用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在通信
协议上的差异导致企业虽然有完善的网络但信息资源实现共
享的却很少，因此业务流程的整合也成为企业实现信息化的
一块绊脚石，而要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有的业务过程实
现控制，必须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与重组，这样才能实现企
业的信息集成、过程集成和内外部资源集成，实现企业的整
体优化。 

(3)对于信息化项目的评估信息系统自然是评估的重点，
是衡量企业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企业在进行
信息化评估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扩展和裁剪。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信息化应用水平可以进行 3个方面 13
项指标的评估，分别是： 

1)信息标准化和基础数据规范化：信息标准化主要是对信息编
码体系的建立，数据交换规范，业务流程规范等进行评估；基础数
据规范化则是指那些以满足应用需求为目标的数据资源的积累进行
资源规划，建立数据库，分类存储，实现规范化的数据管理。 

2)应用集成度：评估系统以及业务流程的整合程度是否达到了
规划要求。 

3)企业所生产产品的信息技术含量、产品开发手段、生产计划
与控制、进销存管理、财务管理、办公自动化、人力资源管理、质
量控制、生产自动化、电子商务的建立共 9 个模块 10 项指标，主要
是对各个应用系统的实施和运行情况进行评估，看它是符合企业信
息化的战略规划，能否满足业务过程的需求。并且由于不同的企业
在实施信息化时所选取的模块存在不同组合，因此在进行绩效评估
的时候也可以根据所选取的模块不同而进行筛选，只对实施的模块
进行评估，这体现了指标体系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作为独立运行
的功能模块，信息化绩效评估指标的灵活性还体现每个功能模块可
以根据所对应的第 3 层次的评估内容对各个模块的绩效进行 评估。 

1.3 企业信息化绩效评估 
实施信息化的真正差异并不在于系统本身，关键在于应

用。因此企业信息化的应用价值已经不再局限于狭隘的财务
角度或用户满意度上了，更全面的绩效评估将从经济效益、
应用效果两个方面展开。 

(1)项目的应用效果 
应用效果主要衡量系统的应用是否达到了生产能力和管

理水平的提高，除了信息系统的功能性、可用性之外，对项
目的管理和对系统的使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了企业
的竞争力。 

(2)项目的经济效益 
虽然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很难体现出哪些效益是由信

息化带来的，但信息化所带来的绩效却一定会在企业某些经
济指标中有所体现，包括占用资金的减少、利润的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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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对于信息化绩效评估可以进行 7 项指标的
评估，分别是产品开发能力提高、企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市
场竞争力提高、管理效率提高和管理模式的优化、产品成本
下降、资金周转加快、增长指数。 

以上就是整个企业信息化评估体系的 1 级和 2 级指标，
指标体系的结构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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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信息化绩效评估体系 

2 目标递进的 AHP法 
企业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是一个对企业信息化发展状况

进行全面评价的体系，因此在面对所采集来的大量数据，必
须充分考虑如何来综合评价这些数据。在综合评价时为了充
分考虑到各指标之间存在着相对重要性，即各指标要素对企
业信息化发展而言的重要性有大有小，所以采用了层次分析
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来计算各指标间的相对
重要性，即同一层次着重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2.1 目标递进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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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企业信息化评估指标结构——层次体系 

利用 AHP 法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层次结构
和判断矩阵，普通的 AHP法通常只是将上下级指标实体层层
分解时的下级实体元素看作上级实体元素的一个分量或上级
目标的分解，即单项作用关系。但是由于企业信息化指标体
系是根据企业信息化的过程特征建立的，在划分层次结构时
必须考虑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前一阶段对后一阶段的影响，即
目标递进的层次结构，如图 4所示，首先对环境建设(E)进行
AHP法分析，再对应用实施(A)进行 AHP法分析的时候，由
于考虑到环境建设对应用实施的影响因此将 E作为 A下的一

个元素一起进行 AHP 分析，直接将 E 的影响显现在 A 的指
标评估中。同理再对绩效评估(P)进行 AHP法，但是只考虑 A
对 P的影响，因为 E的影响已经显现在 A的计算中。具体计
算结构如表 1所示。 

表 1 企业信息化绩效计算结构 
目标层 企业信息化绩效 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 企业信息化环境建设 

No
内
容 

No 内容 No 内容 No 内容 

E1 
信息化规划与
评估 

E2 信息化组织 
E3 信息化培训 
E4 计算机拥有率 E 

企
业
信
息
化
环
境
建
设 

A0 
信息化环境建
设对应用水平
的影响 

E5 网络与安全 

A1 信息标准化 

A2 
基础数据规范
化 

A3 产品开发手段 

A4 
产品信息技术
含量 

A5 
生产计划与控
制 

A6 进销存管理 
A 7 财务管理 
A8 办公自动化 
A9 人力资源管理 
A10 质量控制 
A11 生产自动化 

A12 
电子商务的建
立与应用 

A 

企
业
信
息
化
应
用
水
平 

P0 

信息化应用
水平对绩效
的影响，其中
包含了环境
建设的影响 

A13 应用集成度 

  

P1 
产品开发能
力提高 

P2 
企业生产水
平的提高 

P3 
市场竞争力
提高 

P4 
管理效率提
高和管理模
式的优化 

P5 
产品成本 
下降 

P6 
资金周转 
加快 

P 

企
业
信
息
化
绩
效 

P7 增长指数 

 

2.2 用 AHP法计算各层次的权重 
根据目标递进的 AHP法，考虑企业信息化应用实施所有

功能模块，如表 1所示得到评估权重，一级权重如表 2所示。 

表 2 两家典型企业两种 AHP法的评估结果对比分析 

普通的 AHP法 目标递进的 AHP法 
一级指标 权重％ 

企业 1 企业 2 企业 1 企业 2 

企业信息化环境建设 16.34 82.77 69.40 82.77 69.40 

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 53.96 82.02 60.97 82.10 62.14 

企业信息化绩效 29.70 85.47 40.66 84.81 45.09 

综合评估得分  83.19 55.59 83.03 57.64 

3 案例分析 
3.1 普通 AHP结构和目标递进 AHP结构的比较 

由两家企业采集的数据用两种不同的 AHP 结构进行比
较，从 3个阶段的打分以及总分可以看出： 

(1)两种结构评估的结构比较接近，而且和专家实际调研
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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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企业信息化各个阶段发展比较平衡时，可以发现两
种评估方法得出的结果高度一致，如企业 1的得分所示； 

(3)当企业信息化各个阶段发展有较大起伏时，在目标递
进的 AHP 评估方法就会考虑到前一阶段的评估结果加分或
减分，给出比较综合的评估结果，如企业 2 的得分所示，且
当起伏很大时差异会更加明显。 

因此，由打分结果和专家实际调研的结果比较后认为同
样使用 AHP 法进行评估时，目标递进的 AHP 法进行企业信
息化绩效评估，评估结果符合事实，并且评估结果更合理、
更全面。 
3.2 目标递进 AHP法评估分析 

根据已建立的评估指标体系和目标递进AHP法对 9份有
效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如图 5所示。 

9家企业三项指标及总分的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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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评估结果较低，但是实质还要区分是得分较低还是数
据并没有采集到，如果属于后者有两个原因：一是数据积累
不够，无法采集到部分数据，二是企业正处于信息化上马阶
段，某些应用系统还未使用，企业信息化绩效尚未显现。由
此也可以看出，对于企业信息化绩效评估和综合评估比较适
合在信息化工程实施完成并稳定运行一段时期后进行，这个
时期根据企业信息化工程的规模和运行状况而定，一般为半
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因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才能积
累足够的分析数据，信息化绩效也必须在系统稳定运行一段
时期后才能显现出来。 

4 小结 
本文以企业信息化建设全生命周期为控制范围建立了企

业信息化绩效评估体系，运行目标递进的 AHP法对企业信息
化绩效进行了评估，并经过企业实地调研评估验证了评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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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9家企业信息化 3项指标及总分比较 

从图中不难看出由 4 项得分所围成的 6 边形除企业信息
绩效外，各相应边基本平行。可以认为，同一企业各点靠
越近时企业信息化工程的环境建设、应用水平以及绩效发
越平衡。同样的，当同一指标企业与企业间所连成图形的
似性越好时可以认为指标体系的建立是科学合理的，表明
选取的指标能较客观地反映出企业的信息化工程所取得的
果。 
如企业 2、企业 5、企业 9，不仅信息化工程完成得各项

作都完成得比较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在评估过
中数据采集得相对比较完备。 
而对于另一部分企业，其信息化 3 个阶段的评估结果差

较大，也要分两种情况看，虽然看上去结果是一样的企业 
 

系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在结构上突出了信息化建设全生

命周期的过程特征，根据项目的进展可进行阶段性评估，也
可以在项目结束后进行综合评估；在实际操作中具有更高的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根据企业所选用模块的不同进行组合建
立适合企业的个性化的信息化评估指标；在评估方法上对传
统 AHP 层次结构的建立进行了改进，建立目标递进的 AHP
法，这种方法更适用于企业信息化绩效评估的阶段性评估，
使评估结果更合理、评估更全面。 

有效的信息化绩效评估体系为信息化的推进提供科学的
分析，使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能及时了解企业信息化在不同
阶段的发展状况，并指导企业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不足，促
使企业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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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 260页)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一种基于 DSP的足球机器人设计与实现，依

DSP强大的数字处理功能，以及丰富的电机控制接口，使
个系统的外围结构简化，功耗降低，提高了实时性。同时
用了离散 Fuzzy-PID 控制算法，将电机控制更为理想化，
善了运动性能，为机器人足球系统建立了一个更为良好的
件平台。 
借助 DSP强大、快速的处理能力，安装了部分运动传感

，将部分决策移入足球机器人上自身处理，不仅解决了一
碰撞、预测、配合难题，更为今后全自主式足球机器人的
进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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