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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利用净现值(NPV)方法对企业的价值进行评估存在许 多不足，这也是企业难于实现战略收购的重 

要原因。详细介绍了实物期权方法，并运用期权定价公式对企业的战略收购进行了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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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业务流程再造与全面质量管理对 

比分析 

近 20年来，企业界普遍认为质量是企 

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企业界却在逐 

步偏离传统的“质量”概念，许多为TQM辩 

护的学者认为全面质量管理能够令企业达 

到成功，但是它被许多企业误用了。尽管许 

多企业运用TQM取得了成功，但是在 20世 

纪80年代末企业界运用TQM出现了较大 

的失败。这种现象为BPR的引入提供了绝 

好的机会。两种相对的运动出现了，BPR的 

支持者宣告TQM已结束，而TQM支持者预 

测 BPR随着短暂的狂热之后必须会失败。 

最近的许多运用TQM和 BPR的经验表明两 

种模式是有联系的，理论界已开始讨论两种 

战略的相联系之处。BPR的奠基人达文波特 

和哈默强调：“TQM可以用来保持公司流程 

表1 BPR与TQM的相同点 

相同点 BPR与TQM 

质量运动 质量运动着眼于公司未来的发展。 

参与机构 

结果的可测量性 

以消费者为核心 

以流程为中心 

团队工作 

培训 

文化改变 

两者都需要员工和高层管理的参与，但两者强调的重点不 

同。BPR需要更多的高层管理参与，而TQM更强调全员的 

参与。 

两者的结果都是可以测量的。 

两者都以消费者需求为起点，将消费者满意贯穿始终。 

两者都以流程为中心，转变组织以职能和部门划分的思维 

模式。 

两者都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依靠团队工作来达到组织的 

成功。 

两者都提倡培训组织内的每个员工，使每个员工掌握新的 

技术、工具和术语。 

两者都需要重新审视组织文化，改变传统的等级命令和组 

织控制。虽然两种方式对文化的改变有所不同，但它们都 

采取跨职能的工作方式。 

在转换期间的平稳 

过渡，而流程的再 

造 仅有 BPR能够 

实现”。赖特指出： 

“通过再造可 以达 

到组织功能的剧烈 

提高，通过对组织 

已存在 流 程 的开 

发，TQM能够达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 

从 表 面 上 看 

TQM和 BPR是两 

种不 同的理念 ，在 

分析两种模式的不 

同点之前 ，有必要 

首先分析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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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共同点(见表 1)。 

至于BPR与TQM的不同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点(见表 2)。 

通过分析以上两种方式的相同点和不 

同点，不难看出BPR和TQM各自的优缺点 

(见表 3)。 

2 理论界对BPR和TQM 集成研究 

目前对BPR和TQM的综合运用研究大 

致分为两类： 

一 类为将BPR作为TQM的一个工具或 

子集。企业重点实施TQM，并配合实施BPR， 

其理论依据是TQM与 BPR比较风险较小， 

企业通过重点实施 TQM更加容易获得成 

功，支持此种方式的学者建议将 BPR作为 

TQM实施框架中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BPR 

处于从属地位，它不可能代替TQM，TQM为 

BPR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企业文化框架： 

另一类为先实施 BPR后实施 TQM战 

略。企业重点实施 BPR后，然后配合实施 

TQM达到企业性能的持续改善，其理论论据 

是 BPR能从根本上迅速改变公司绩效 ，而 

TQM只能在许多年中持续地提高公司的性 

能，BPR为TQM的实施建立一个框架，从这 
一 点上看也符合目前企业再造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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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BPR与TQM的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 TQM BPR 

原动力 探索原因(know—how)。 消费者、竞争对y-、股东的压力 

启动点 现有流程的 标准化、改进。 嚣 荆目的 
持续性 持续性地改变。 一次性的改变： 

重点 系统的组成部分、个别流程、作 宏观流程
、核心流程 dl 

消费者导向 将

l

内部和外部消费者同等强调。 更加强调外部消费者。 

改变的程度 鐾萎 触 程一进化 果用 
员T参-q 全员参与。 BPR项目实施L垌队参与。 

参与方式 自底向上。 自顶向下。 

授权 非常重要。 不是所有情况下部草要。 

不利之处 塞 裳 襞进组成'因此 流程代替好的流 

有利之处 姜 譬 ， 篙 要’ 惯例，达到氽 眭能剧 
狭窄的／功能内的，流程改进通常 宽阔的／功能问的，一个BPR项目 

在一个团队或几个功能内。 贯穿许多功能或整个组织。 

风险 中等风险。 等风险。 

技术支持 统计控制和分析 信息技术 

投资回收 缓慢的、持续的提高。 迅速的回报。 

(1)剧烈的提高： 

(2)迅速产生效果； 

(3)开拓信息技术能力； 

(4)超越功能问的自然属性，使整个 

BPR 流程最佳 ： 

(5)进步和结果可测量性。 

(1)自底向上的参与方式； 

(2)持续的改进使得组织文化相对 

稳定； 

TQM 龇  煅  

(1)自顶向下的方式弱化 J，命令和控 

制； 

(2)流程改变的过渡期较为困难； 

(3)对流程的过度关心往往导致忽视 

对消费者的关心 

(4)集中在“时间和成本”的节约，导致 

短期／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 

(5)过度关注流程，往往忽略或破坏人 

的因素。 

(1)缺少战略上的考虑； 

(2)实施时间长； 

(3)可能没达到最优； 

(4)缺乏革新或根本性改进能力 

(5)很难衡量进展； 

(6)持续地改进导致习惯性思维的限 

制； 

(7)缺乏对信息技术的利刚。 

因此这种方法的支持者们建议企业首先采 

用BPR，然后采用持续的改进程序对公司进 

行革新和进化。 

实践表明，企业运用BPR与TQM集成 

战略并不能保证必然获得成功，其失败的原 

因可能是错误地使用了BPR和TQM的不 

足之处，它们通常包括：①缺乏战略考虑。在 

没有制定公司未来战略计划的前提下开展 

TQM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样在BPR中没 

有基于长期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仅考虑中期 

的“成本和时间”因素也会导致失败；②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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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导向。研 

究表明TQM较 

BPR更 注重员 

工导向，尽管两 

种方式都考虑 

了对员工的影 

响，但问题还是 

存 在 ， 因 为 

TQM和 BPR是 

以流程为导向。 

虽然两种方式 

都强调员工 的 

潜能，但最近许 

多大型项 目失 

败的直接原 因 

是员工的抵触 、 

缺乏员工 的支 

持、缺乏员工的 

激情，很显然是 

缺乏正确的文 

化引导，也就是 

缺乏员工导向。 

3 BPR 与 

TQM 集 成 

的全新模式 

通过 以上 

分析可以看出， 

同时或 相继 实 

施TQM和BPR 

是可行的，在这 

种方式下需 要 

发挥它们的优 

点，减少他们的 

不足之处。本文 

提 出的集成 运 

用模型需考虑的主要因素有：质量、员工、消 

费者满意、业务流程、企业远景和价值。①质 

量。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企业成功的关键；② 

员工。企业最有价值的内部资源，员工发展是 

企业高盈利能力、高生产力和高性能的关键 

因素。其它几个因素虽然是成功的至关紧要 

的组成部分 ，它们在早期的企业实践中取得 

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他们能被竞争者非常容 

易地效仿， 此仅能提供很少的竞争优势，员 

工被认为是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 

势的主要源泉；③消费者满意。消费者满意概 

念是企业竞争定位的主要资源，不能令消费 

者满意的企

存；④业务流程。流程能力的改变可以通过 

TQM进行逐步提高，通过 BPR达到快速地、 

剧烈地提高，利用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提高 

生产力将是未来的趋势。另外，企业必须理解 

不同业务流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用一体化的 

观念理解它们之间的协调——协调包括产品 

发展流程和市场研究、计划和资源分配、策略 

和执行等等；⑤企业远景和价值观。这是组织 

凝聚力的实质，它包括战略计划、管理能力和 

卓越的领导层。本模式提议将最新的战略管 

理技术运用到计划编制、计划执行和评估阶 

段。强调主要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自我学习” 

文化 ，最主要的资源是企业的员工。 

本文强凋TQM和 BPR的相互作用集 

成。它要求企业用于发展盈利能力、生产力和 

性能的基本因素，即质量、员工、消费者、业务 

流程 、企业远景和价值观。当企业正确地运用 

以上5个因素时，将导致企业高盈利能力、高 

生产力、高性能。附图显示，企业提高质量、员 

工发展 、消费者满意、业务流程 、企业远景和 

价值观将导致企业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的增 

加，从而将导致企业收人的增加和利润的增 

加。另外 ，5个因素的关系也可以导致输出的 

增加和输人的减少，导致全面的低成本(包括 

制造和服务成本)，这也可以对高利润和增加 

生产力有所贡献 ，导致企业高的性能：对于以 

盈利为目的的组织，结果是高利润，对于以非 

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意味着低成本的优良服 

务，两者的结果都是企业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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