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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化系统集成架构设计 
信息融合，技术创新，变革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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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 

 SCM、ERP、CRM技术层次集成 

 
 SCM、ERP、CRM业务流程层次集成 

 

 信息化企业组织结构层次集成 

 

 信息化企业服务层次的集成 



 2.1 SCM、ERP、CRM技术层次集成 

─ 企业系统在技术层次的集成，从集成技术成熟度来看，技术层次集成分为面向信

息的集成、面向过程的集成以及面向Web服务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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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集成的不同层次 

主要将分散于SCM、ERP、CRM系统的各种

业务数据进行数据传输和数据集成，整合到
统一平台，实现应用集成。 

主要在第一层集成的基础上，进行应用集成
的实现。 

进行智能集成，形成企业智能实时监控系统
（或平台），实现数据与业务的实时智能分
析与监测预警。 

─ 在信息集成层面，信息集成模式

的关键是实现对数据库、应用程序

以及相关服务接口互联，集成方式

主要有数据复制、数据联盟以及接

口集成三种，实现多个异构数据源

透明、一致访问。 



 2.3 技术集成第二层_过程集成 

 过程集成作用 

─ 通过工作流引擎对企业内业务流程模型的执行实现业务应用数据或信息在不同
应用、子过程或执行任务的人员间流动； 

─ 实现业务过程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分离、过程建模与数据、功能的分析； 

─ 在保持具体功能单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修改过程模型进行系统功能改进，提
高系统柔性。 

 过程集成实现方法 

─ 通过EAI（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企业应用集成）和工作流自动化两

种技术结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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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SCM、ERP、CRM系统过程级EAI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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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技术集成第三层_智能集成 

企业SCM、ERP、CRM智能集成框架图 

松散
耦合 

智能集成就是实现企业业务系统与知识管理系统的集成。 

作为一个监控器，
对企业SCM、ERP、
CRM系统中的数据
进行监控 

 基于知识管理的智能集成作用 

─ 知识管理系统应当实现企业任何信息系统的连接，进行更广泛的信

息搜集，对企业业务运作情况提供更宽广的实时视图，从而对企业各

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运作状态进行监测与诊断； 

─ 实现业务运作数据的关键信息提取； 

─ 预警企业运作危机信息并进行处理； 

─ 基于聚集数据分析结果，为战略、战术等不同层次提供实时信息和

知识支持。 



 3.1 两种常见业务流程集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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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业务过程的集成，就是要改变传

统的部门职能驱动的运营模式为过程驱

动的模式，实现企业围绕核心业务过程

（如基于知识挖掘的需求创造、生产计

划及供应链等）组织运营。 

 

─这种流程集成模式的核心观点以企业

运营为中心，围绕着运营流程对企业的

业务过程进行重新划分，并优化和重组

其业务流程，建立企业运营网络，在企

业信息化建设中，保证信息系统对信息

和流程的处理层次清晰与流程畅通。 

(1) 面向过程的业务流程集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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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市场链为纽带的流程集成模式 

─ 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企业流程集成改变了以往流程间、工序间以及员工间的职能型机

制，形成以订单为中心、以契约为纽带的相互平等、相互服务的机制，实现岗位间的

协同运作，减少企业内耗。 



 3.2 三大系统业务流程集成阶段、任务与技术 

（1）流程集成的阶段和任务 

第一阶段 

绘制企业现有的
业务流程 

第二阶段 

对现有业务流程
进行分析与评价 

第三阶段 

依据已有实践进行
修改或重新设计增
值的企业业务流程 



 3.2 三大系统业务流程集成阶段、任务与技术 

（2）流程集成的主要技术 

价值链
分析法 

关键成功
因素法 

鱼骨图 

• 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

特教授提出，主要用于

辨别某种“价值活动”

是否能够为企业带来竞

争力； 

• 分为：主要活动（主要
为企业增加价值的基本
活动）与辅助活动（主
要支持目前和未来基本
活动）两种。 

• 主要对企业成功起

关键作用的要素进行

分析； 

• 关键成功因素法被

应用在不同行业、不

同产品与服务之中。 

• 鱼骨分析是流程诊断分

析阶段常用的代表性技术； 

• 通过鱼骨图可以、清晰

地表达某种结果和可能的

原因之间的关系，然后逐

一分析讨论，找出关键流

程产生的根本原因。 



 4.1 常见的企业组织结构集成模式 

（1）项目团队式的组织结构集成模式 

─通过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团队协同运作以及知识共享进行财富的创造，打破原有的
等级限制，建立虚拟任务团队以及任务小组或项目团队（Task force or project team）。 

─ 以企业协同产品开发过程为例，围绕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不同职能，组织结构模型

大体需要包含：决策体系、项目体系、监理体系、支撑体系及其他体系，四者共同
组成协同产品开发的组织体系。 

（2）网络式组织模式 

─负责掌控组织的核心技术、设计工作流程、分配外包业务，并管理经营组织网络。 

─与组织核心保持外包关系，接收外包工作的委托。 

（3）内部市场模式 

─ 利用内部市场模式进行企业组织集成，即是在保留核心部门情况下，把非

核心部门划出去，赋予市场化的主体地位——内部企业，实际成为核心部门

的外部资源供给中心，彼此之间的联系依靠市场契约关系。 

─ 经过内部市场模式进行集成的企业组织结构成为一个市场规律指导下、由

一连串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内部企业所组成的网络。 



 4.1 常见的企业组织结构集成模式 

总结以上三种典型的组织结构集成的模式，可以发现： 

─ 第一，信息技术通过组织结构集成的同时，为集成提供了平台和基础。 

 

─ 第二，功能倍增性。组织结构走向集成化，注重强调主动性行为和创造性

结果，使其中的每个因素优势得到最大化发挥。 

 

─ 第三，系统层次性。组织结构的集成表现为各层次的集成。 

 

─ 第四，组织相对性。企业组织结构集成的相对性是指对于组织要素是集成

的，而相对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集成则是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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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SCM、ERP、CRM系统融合管理结构 
 

 第二节 SCM、ERP、CRM技术层次集成 

 
 第三节 SCM、ERP、CRM业务流程层次集成 

 

 第四节 信息化企业组织结构层次集成 

 

 第五节 信息化企业服务层次的集成 

  主要内容 



 5.1 企业内容管理服务 

─ Gartner Group公司认为企业内容管理（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ECM）

是企业基本构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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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内容管理的形式 



 5.1 企业内容管理服务 

(1) 企业内容服务战略设计原则 

权衡固有质量与实效质量度量 

─ 第一，坚持信息的有效性与可用性为起点 

内容服务

价值

固有质量

实
效
质
量

实
效
质
量

─ 第二，遵循企业内容服务战略设计原则 

业务需求引导内容管理 

人员和过程推动内容服务 
应用 

统一编码促进内容服务 
规范化 



 5.1 企业内容管理服务 

(2) 企业内容服务的实施步骤 

 第一，由知识历程的描述发现与企业业务战略紧密相关的信息与知识，对

支持关键业务生命周期所需信息进行标识 

 

 第二，将知识历程中描绘出的信息转化成文档，即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对

包含以上信息的离散文档进行标识 

 

 第三，通过建立统一的内容编码体系来有效组织这些文档与信息，以便高

效进行企业内容管理活动。 



 5.2 系统融合界面管理 

在企业信息化集成中，集成界面是集成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总和。 

 

 集成管理中的界面管理主要处理以下几种协调关系： 

─ 各业务系统模块之间关系的协调； 

─ 企业业务过程进行中的管理协调（包括各并行单元之间管理信息的传输、

沟通）； 

─ 集成管理系统的总体协调。 

 

 在企业信息化服务层面上，服务的产品（信息和知识）主要通过界面来传

递给用户，企业信息门户（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EIP）就是这一界面

集成的体现形式。 



 5.2 系统融合界面管理 

(1) 企业信息门户与集成系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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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信息门户，将企业内外
部分散的资源与系统进行统
一，使相关用户可以通过统
一的渠道和个性化设置访问
所有信息并进行协调工作四要素：内容、应用、人员、流程 



 5.2 系统融合界面管理 

(2) 企业信息门户模式 

员工办公
信息平台

OA

供应链管
理
SCM

产品链管
理
PDM

客户关系
管理
CRM

人力资源
管理
HR

消息、任务、沟通、协作平台

知识发展，商业智能BI，内外部协同、知识积累、信息安全存取等

企业门户EIP

公司员工 合作伙伴 客户

其他应用
系统

企业信息门户是对企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包括了对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信息资
源的整合。 

信息资源整合模式示意图 



 5.2 系统融合界面管理 

(3) 构建企业信息门户的要点 

企业信息门户建设阶段 

基本功能、公司信息、
其他各类信息、搜索/链接

附加功能、扩展信息、高级搜索、个性
化、目录服务

附加功能、用户支持、在线交易、协同工
作、工作流、应用和数据集成

附加功能、供应链、电子采购、高级个性
化、无线支持、CRM、B2C/B2B/B2E集成

阶段1
入门级

阶段2
内容集成

阶段3
工作方式集成

阶段4
市场集成

企业信息门户构建的三个原则 

─ 要强调EIP的协同性与连接性 

─ 要保证EIP的敏捷性 

─ 要考虑盈利性 



小结 

       本章从SCM、ERP、CRM系统融合的四个层面：技术集成、业务流程集

成、企业组织结构集成以及企业服务层次集成，对SCM、ERP、CRM系统

融合过程进行了分析； 

       在技术集成层面集成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信息集成、过程集成以及智

能集成实现企业SCM、ERP、CRM系统融合的智能化； 

       在业务流程集成层次首先介绍几种常见业务流程集成模式，之后对SCM、

ERP、CRM系统融合阶段和任务进行了详细描述； 

       企业组织结构集成是企业信息化集成实现的保证，本章在几种常见企业

组织结构集成模式的基础上，介绍了企业组织结构集成设计； 

       企业服务层次集成是企业信息化集成建设的最终目的，为客户更好地提

供业务支持与服务，分内容管理服务以及界面集成两方面进行了服务层集

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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