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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CIO素质的认识 

  1.1 不能要求CIO有许多优点 

  讨论CIO素质往往会列举出许多优点要求CIO学习, 似乎CIO就是这些优点叠加的结果,这种想法是行
不通的, CIO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并非靠优点积累形成。优点不可能随意叠加,每一个优点都会伴
随着必然的缺点出现。成功的CIO不是有着一大堆优秀品质的典范而是能充分发挥自己特点的优秀者，关
键是CIO发挥出的长处要与工作的需求相一致。 

  恩格斯说过, 如果一种动物集中了所有动物的优点,那么这种动物必定最先灭亡。CIO表现出来的优
势不是孤立存在的优点而是适应工作需要的某种长处, 提高C IO素质不是关起门来自我修炼而是要研究
实际工作的需要,根据工作的需要发挥长处克服缺点，以工作需求为导向提高自己而不是脱离实际地培植
优点。 

  1.2 CIO的素质要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知识可以传授优点却不能传授，优点的成长需要特定的环境,需要在实践中锻炼。自信心是一个极为
重要的优点,一个不自信的人肯定办不成大事情，但自信心不是靠说教就能够培养起来,自信心要来自成
功的积累,创造与积累足够的成功才能升华出一个充分的自信力，这就要求一个人进行长期的努力,以极
大的精力从小事做起,每件事情的目标不要订得过高,但一定要能达到目标,一件一件积累自己的成功,不
断提高标准,不断积累自信,形成必定成功的习惯,充分的自信力便一点一点由于成功的积累而形成了。 

  CIO需要的大部分优点都要在实践中反复思考反复训练才能获得，一个有困难、有压力的环境是培植
CIO优秀素质的最好环境，困难与压力是培植CIO意志品质最好的课堂, 舒适的环境固然可以学到很多技
术知识,要形成一些优良的品质素质却常常需要困难本身的锤炼，时刻准备迎接困难是提高自己的最好心
态。 

  1.3 认识优点与环境的关系 

  CIO的培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研究本机构、本单位的CIO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境？面对的是什么样
的问题？研究怎样学习与培养这种特定环境下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素质，要用辩证的观点认识优点与
环境的关系,优点并非在一切环境下都表现为优点,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使某种特点变成优点。CIO的修
炼并不是要学到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或者是拥有众多受人称赞的优点,是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学习
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CIO不能先准备好优点再去工作而是要时时准备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结合实际
需要学习。CIO 最重要的优点是能够正视实际问题并且认真研究、学习,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高自己。
CIO的优点是一边工作一边思考中锻炼出来的，做一个认真的思考者是CIO必备的品质。 

  不要从静止的观点提出CIO的优点需求, 要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需求, 要研究环境的需求，优秀的
CIO不是学校中教出来的却是能够自学出来、锻炼出来。CIO关注的焦点不是自己如何增加优点而是应当
解决什么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 

  1.4 没有必要成为全才 

  成功的CEO、CIO都不是全才, 成为全才没有必要，因为全才的成本过高,培养过多的优点显然不划
算。每个企业都有缺点, 这些缺点不需要都去改, 只要改正有重大影响的缺点就可以, 如果所有的缺点
都要纠正, 企业就没有精力去前进了。CIO应该从推进工作思考问题, 选择最重要的事情去做, 培养最关
键的长处, 按照工作的需要增长自己的才能。 

  CIO面对的是许多新事物、新技术、新问题, 这就要求CIO拥有尽可能多的知识，了解大量的新技术, 
知识与技术自然十分重要, 独立思考能力比知识与技术更为重要,善于观察与思考的人才能更好地驾驭知
识与技术,才有更好的目的性。 

  CIO是企业主管信息技术的领导者,领导者是管理人的职务，对人的领导能力远比掌握技术的能力更



重要。决定CIO成败的关键是对人的影响力与领导力, 对管理科学的修炼是CIO不可或缺的。 

  2.为什么需要CIO 

  2.1 CIO的应运而生 

  CIO的产生是时代的特殊要求,是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要求，人们不会无端地提出一种新职务并向各
企业、政府部门推广, 这种重大的管理职务调整一定会伴随着重大的发展机会，是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
这种机会, CIO的使命是要充分抓住这种机会推动企业（包括某些政府、事业单位）的发展。 

  信息技术发展早期的技术应用是局部性时不需要有CIO的职务，这些应用如文件处理、CAD、统计报
表处理，信息技术如办公自动化、 财务管理、库房管理、局域网的应用等刚刚进入到部门内部,有一个
技术支持与管理部门负责设备采购、引进、技术安装、局部性应用开发就够了,不会产生CIO职务的需
求。 

  九十年代信息技术飞跃发展带来的改进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整体性 甚至跨越到组织机构之外, 
例如企业的ERP已经不是一个部门而是整个企业都要参与才能有大效果的事，又如一些企业推进电子商务
不仅要引起各部门业务管理的变化还要实现跨企业的合作。办公自动化对政府工作的改进只是局部性,电
子政务已经成为全局性的改进甚至是与社会互动的改进。 

  CIO的需求来自以下几点： 

  （1）信息技术应用的全局化、社会化需要具有全局视野的管理者领导。 

  （2）信息技术应用不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能力。 

  （3）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为企业与政府管理提供模式创新的机会,使企业与政府必须从整体战略
高度上认识信息化带来的改革,制定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发展模式。 

  信息技术大发展创造的机会与竞争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政府设立CIO职务。 

  2.2 CIO面对的信息化课题 

  问题1：使信息技术适应业务发展的目标。有效的信息化应用超出了信息技术的范围,必须协调好技
术与业务的关系,技术要服务业务的目标,业务要尽量充分利用技术提供的改进机会。 

  问题2：协调信息化应用的目标服从于机构的总体目标。技术人员通常在关注功能的实现,难以认识
总体的目标也缺乏对应用效益的判断能力, CIO要引导建设的方向,以机构的总体效益评价各项应用的价
值。 

  问题3：跨部门的协调。信息化建设涉及到企业的各部门,需要进行跨部门的协调才能实现全局性的
成功,政府信息化也有类似问题。 

  问题4：带领业务科学研究，推动利用信息技术的业务合理化改进。信息化应用不是复制现有的业务
而是创造更科学、更合理的自动化流程，需要有人总结、研究、创造更合理的业务处理的科学, 将之应
用于信息化之中，这是一个知识化的过程。  

  问题5：企业的信息化基础知识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是企业全面的知识化改造工程,不仅是信息
技术系统的建设还包含有基础的业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各种检测、统计的数字化、精确化建设以及
所有工作人员的数字化、信息化培训, 这些工作都是信息化不可缺少的基础。 

  CIO不是信息技术层面的主管, 是信息化应用效益的主管。 

  3.CIO的职责 

  3.1 设计目标 

  CIO的首要任务是设计信息化建设的目标, 决定做什么，企业做正确的事情比把事情做正确要重要得
多。企业要有效益首先是选择好机会,将事情选对是取得效益的第一步。技术出身的管理者很容易从“怎
么做”考虑问题而不去认真选择“做什么”，过多的技术导向将妨碍人们认真选择最有利的机会。CIO应
当跳出技术的圈子,认真思考什么是对公司最有价值的事情。 

  CIO要能做好项目选择一方面需要有认识技术潜力的直觉,发现更多的应用机会；另一方面要有公司
效益的价值观,能够评价每种方案对公司的价值。要去掉那些技术上好看但华而不实的方案,选择对企业
战略目标贡献大而又能成功的事来做。CIO是在对未来的项目进行效益评价,这就需要有很好的悟性,需要
很多的经验与知识，CIO应当认真学习整个企业的业务知识,与各岗位骨干们多交流, 吸取他人的经验，
共同选择好项目方案。 

  3.2 凝聚知识 

  一个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业务改造的知识工程，信息化建设的结果是建立人—机结合的自动化
系统，这个信息系统是否有效益完全取决于设计者、建设者投入的知识与智慧的多寡, 没有投入足够的
知识与智慧就不要埋怨信息系统没有效率, 系统只是在忠实重复设计者的愚蠢。为了避免这种愚蠢,我们
需要对本企业运作的规律、流程认真研究并进行仔细的优化改进。 



  企业的信息化建设首先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业务流程,结合信息技术提供的机会寻求更科学合理的处
理方法,这是一个向信息系统输入知识、智慧的过程也是一项知识化的革命。CIO要带动对业务流程科学
化的改造，这种业务知识化、科学化的改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在系统投入运行之后还要不断改进与
完善, 一个成功的信息化应用系统不是一步就能设计成功而是要不断改进、不断完善, 很多系统运行到
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重新设计改造一遍, 以便优化很多环节，这些改进就是知识积累、凝聚的过程,大量知
识与技术的积累会使信息化的效益越来越好。 

  3.3 实现沟通 

  CIO要成为信息化建设各方面沟通的带头人，信息化是一项新事物,是涉及各个方面需要广泛配合的
事情,良好的沟通是完成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沟通的重点是： 

  (1)信息化战略与企业决策层的沟通 

  要使企业决策层的战略目标在信息化建设的战略与建设计划中得到贯彻, 要向决策层解释信息化战
略与规划的思想, 使相应的战略与规划、项目得到决策层的理解与支持。理解非常重要,没有沟通就没有
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支持。 

  (2)信息技术人员与业务人员的沟通 

  信息技术人员与业务人员的沟通是另一个关键, CIO要组织相关的人员研发更为合理的业务方案,要
实现信息技术与业务人员的相互了解,帮助技术人员充分理解业务的语言,帮助业务人员理解技术人员的
思路，CIO是这种相互理解的教练。 

  (3)信息化建设项目的任务要求与信息技术外包机构的沟通 

  由于信息化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大多数机构（包括企业与政府） 都选择信息系统外包
模式来建设,与外包机构的有效沟通成为保证信息化建设进度的关键与质量的关键, CIO要成为与外包机
构沟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有效沟通是CIO管理的一项中心内容。 

  (4)与各方面合作者的沟通 

  信息化是一个全面合作的项目,不仅有内部合作还有外部合作包括产业链上的合作，有效沟通是整个
业务合作的关键。信息化沟通的要点除了一般沟通要注意的内容外,强调的是要准确理解对方意图，任何
的不准确都可能意味着失误与返工, CIO要帮助各部门实现沟通的精准化,精准的沟通才会有精准的质
量。 

  4.CIO的地位 

  4.1 CIO是领导班子的成员 

  信息化改革越发具有的整体性、全局性, 战略性, 使CIO必须成为领导班子的成员才有利于企业从整
体战略上考虑问题,有利于信息化推进的整体协调,有利于信息化建设与企业各机构的工作相协调。 

  同样的道理也出现在政府之中,政府的电子政务将涉及到政府的改革,涉及到对社会的信息开放,涉及
到各部门之间的合作,由核心领导班子中的一员承担CIO责任会更为有利。 

  4.2 CIO的地位因企业对信息化的需求而定 

  CIO的设立与否应与企业的发展程度、对信息化应用的需求程度而定，不同的行业部门、不同的外部
环境会影响企业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信息化的需求程度更与企业的成熟度有关，当一个企业各方面发
展都比较好条件比较完备时,信息化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这时信息化就可能创造更大的效益, CIO的地位就
变得十分重要。如果一个企业不够完善、急待解决许多更重要的问题之时,信息化将难以摆到重要的位
置, 企业需要先做更重要的事情,此时会很难开展信息化改造, CIO也难有作为。CIO的地位与信息化可能
对企业产生的贡献率有关,只有在机会成熟之时信息化的重要性才会凸现出来, CIO的地位才会随之重要
起来。 

  4.3 CIO的地位与本人的才能、表现密切相关 

  23届奥运会筹办人尤伯罗斯有句话：“权力30%是赋予的, 70%是争取的。”这句话放在CIO身上是太
合适了,CIO是一个新职务, 谁也讲不清CIO该干什么, 弹性很大,有充分的创造空间。CIO的地位更多来自
CIO在管理上的创新行为, 一个CIO不是要从别人那里去拿来什么权而是要创造新业务、创造新事业,要用
自己的才能知识影响带动他人。在一个以操作为主的固定生产线上行政权力是很重要的,在一个技术性很
强、创新性很强、知识性很强的领域中,CIO 的地位将主要来自CIO本人的智慧,来自CIO本人的说服力, 
70%的权力是由CIO的说服力创造的。 

    5.CIO才能的培养 

  5.1 CIO的才能主要来自工作中的学习与思考 

  CIO可以在专门的学习班中学习到很多的有关知识,但是一位CIO真正的才能必须要在工作实践中锻
炼,压力与困难是成就CIO才能的必要条件,不经过艰苦的解决问题过程的磨炼就无法激励出一位CIO潜在
的才华。CIO自身的努力也十分重要,这种努力的核心就是要事事动脑筋思考,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与不善思
考的人成长速度大不一样,一个人的才能在思考中才能自觉地成长。 



  5.2 结合工作的需要认真读书 

  仅仅靠自己的经验,一个人的能力提高不了多少,才能是凝聚更多人知慧的结果。任何企业领导人要
想优秀必须要多读书, CIO是一项领导职务,学习管理科学的知识尤为重要。松下幸之助讲过：一个人才
能的差别是由业余时间决定的。业余时间多读书是优秀人物成长的共同点，多读书、读好书才能有启发, 
有助于思想的升华。 

  5.3 重要的是锻炼思考能力 

  进入信息时代可阅读的资料太多,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为思考留出的时间太少, 要成为优秀的CIO最重
要的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发现问题，思考能力远比知识更重要。怎样提高思考能
力？除了在解决问题时反复思考之外, 认真地反思总结也很重要,动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写出来不
但能够提升思想的高度而且是对思考能力最好的训练方式。 

  5.4 注重人际间的交流 

  CIO是一个需要与人进行大量交流的职务,欲实现多方位的沟通一定要善于与人打交道，与人交往是
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 每个人都有其知识与经验,特别是那些与我们距离较远的人,与他们的谈话常常会
有更大的启发性，真正听懂、听清、听准对方的思想才能进行高效的合作, 这是CIO应具备的一项基本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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