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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知识经济的到来，单纯的企业流程重组或是资源计划已经无法为企业带来它们应该产生的效力。知识管 

理以其以人为本、内涵外延丰富的特点为BPR和ERP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保证。基于此，探讨了三者的协同与互动，及其 

为企业带来的应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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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KM与BPR的结合 

随着商品竞争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T 

(Time)方式、Q(Quality)方式、C(Cost)方式 

以及S(Sale)方式时代，企业要想在新一轮 

竞争中拔得头筹就不能再固步于旧有的运 

营模式，改造现存的运行规则以提高企业效 

率是必然之路。业务流程重组正好以其深刻 

性(Dramatic)、根本性(Radica1)、基于流程 

(Process Oriented)和重新设计(Redesign)的 

特点成为了企业变革的首选。 

1．1 单纯实施BPR的困境 

正是由于 BPR的管理思想与当今企业 

发展所需的管理变革相吻合，自从其产生以 

来就成为众多希望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的企业的变革工具。打破旧的不科学业务流 

程，建造新的最适应市场需要的业务流程， 

从而树立全新、高效的企业运行机制，是所 

真地确定哪些人力资源业务要外包，严格地 

评价服务承包商。而其中选择正确的外包策 

略是外包成功的关键也是首要因素。影响人 

力资源外包选择的因素非常复杂，完全依各 

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在选择具体的人力资 

源外包战略之前，必须详细分析企业的内外 

环境。本文从人力资源业务分析出发，分析 

出企业人力资源外包的三种外包策略，并对 

这三种外包策略进行了定性分析。事实上， 

企业在具体运作人力资源外包时，采用的策 

略一般应该遵循从事务性业务外包、战略相 

关性业务外包到完全外包原则，只有这样， 

才能逐步掌握人力资源外包管理过程中的 

内在规律，降低企业人力资源外包运作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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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 BPR付诸实践的企业管理者的期望。 

然而，从国内外大量的实施案例来看，真正 

能够达到事前预期的企业才不足两成。有相 

当多的公司在实施 BPR过程中碰到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和障碍，最终不得不对企业已有 

的业务流程模式妥协，变革之后的业务流程 

并无多少新意；有少数企业虽然抱着坚定的 

信念将 BPR的所有思想贯彻到底，但结果 

却使企业完全无法顺利进行正常的业务，效 

率反而大大降低，这也是不慎重的颠覆性变 

革所导致的常见结果。 

(1)先期的重组方案的制定缺乏对企业 

原有业务完整的深入理解。BPR要进行实 

施，首先就要进行重组方案的策划，这是所 

有工作的基础和关键。然而这种策划决不是 

凭空设想或是某种固有“先进”模式的照搬， 

而是在对企业原有业务流程和操作经验全 

面透彻理解基础之上的，比原有流程更高 

效、更先进的业务方案。这里面就包含了新 

的重组方案应该具备的基本点：源于己有， 

高于己有。这两点既是基础，也是一个成功 

的、可行的重组策划的关键所在。 

但是，在大多数的BPR实施过程中，企 

业管理者求成心切，为了快速将BPR的优势 

显现出来，往往过分强调采用国际上大公司 

的成功方案，而忽略了本企业原有的业务状 

况。失去了基础的方案即使再先进也是不可 

能适用的。而BPR的实施咨询公司尽管懂得 

个中道理，但是无奈受限于被实施公司重视 

程度不够，或是实施成本考虑等方面的问题， 

也无法真正很好地理解这个基础。这就从实 

施 BPR的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2)在实施过程中缺乏严格的标准化流 

程体系。在BPR的实施过程中，尽管存在着 

新的业务流程模型，但是这种新的业务标准 

的实施和推广绝不是通过咨询公司对每个 

员工进行面授，而是采取层层推进的方式进 

行推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存在着有意 

或无意的按个人或组织旧有的模式理解、失 

真的情形，这种曲解也会由于对新业务流程 

涉及到的在原有业务内容上扩展部分不熟 

悉而造成。 

实际上，这种对新的业务流程的标准化 

过程，就是对这种创新的知识进行合理复杂 

性和可交流性设定的过程，即如何在企业员 

工已有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将新的流程在 

难易适度而又不失真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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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努力提高它的可交流性，使得员 

工能更好地理解和相互交流，分享经 

验。 

(3)在实施全过程尤其是完成 

后，缺乏反馈机制。既然 BPR的关键 

在于尊重已有并创新，那么很显然， 

从开始的制定到最终的实施完成、效 

果评估，最有发言权的就是企业的员 

工。既要从总体七把握实施效率，也 

要仔细分析在每一个业务环节上的 

有效度：这既是BPR实施的效果评判标准， 

也是保证实施顺利进行的有效机制。 

而这种反馈机制的建立就依赖于企业 

有一套合理、及时的知识流传递渠道，以及 

相应的全企业知识共享、交流的氛围。 

1．2 BPR与KM的结合 

知识管理就是在对企业的知识识别、获 

取、开发、分解、储存、传递的基础上，构建有 

效的途径和机制，使每个员工在最大限度地 

贡献自己积累的知识的同时，也能享用他人 

的知识。显然，这种对企业知识的系统化处理 

正是在 BPR实施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知识从可表示程度上可分为显性知识 

和隐形知识：知识管理既要将隐形知识显性 

化，变成为大多数人或企业整体所有的知 

识，同时又要注意对显性知识的收集、整理、 

维护、更新工作。 

BPR与KM的结合，可从几方面人手： 

(1)优先建立企业初步知识库系统，形 

成知识共享氛围，倡导知识交流。这既是为 

了 BPR的前期做准备，同时也是为了在 

BPR实施之后的顺利运行提供一个良好的 

氛围和环境：在前期的知识库的建立过程中 

要重点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在企业内部、 

员工之间营造一个知识共享的氛围。这个氛 

围的营造需要企业提供一个正式或非正式 

的实际或虚拟场所(如BBS等)，同时企业要 

让员工意识到企业管理者非常重视所有员 

工所分享的意见或建议，激发员工对知识共 

享的兴趣和信心，为知识库的长期良性运行 

打好基础。其次，要认真分析企业已有的业 

务流程，尤其是那些掌握在相关的员工个人 

或小组中的并没有成文的工作技巧或惯例。 

这些隐形的知识在实际的操作中是十分重 

要的，如果新的流程完全与这些隐形知识相 

冲突，那么其结果将会带来事前所无法预期 

的障碍。 

图 1 BPR与KM 关系图 

(2)在企业中建立科学的、正规的员工 

教育、培训机制。在BPR的实施推广过程中， 

对于各个层面上的企业员工的流程介绍和 

解释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由于 BPR所带 

有的根本性(Radica1)特点，那么势必会有全 

新的业务方式产生。这些新的业务方式需要 

相应部门的员工重新学习，无论怎样，其最 

终效果取决于企业员工的学习接受程度和 

企业的培训水平。 

(3)知识库的维护。更新机制要及时、健 

全。在BPR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实施顾问公司 

都会与企业的员工进行尽可能的交流。在这 

个过程中，每一个员工都可以就自己的业务 

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收集之后都会 

成为咨询公司与企业相关部门讨论的议题。 

总的说来，BPR与KM的相互结合与互 

动既可以保证 BPR顺利地实施和满意的结 

果，又为企业的持续革新、长远发展提供良 

好的平台和基础。二者的互动关系可用图 l 

表示。 

2 El 与 KM 

ERP实际上是市场竞争与信息科学相 

结合的产物。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不断深 

入，更多的思想渗透到ERP中去，像敏捷制 

造、柔性制造、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 

都已在许多的 ERP软件中付诸实践。这一 

切都为企业提高效率、整合资源创造了极佳 

的平台。 

尽管已经具备了如此多的条件，但是 

ERP的实施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顺利 

和完美。实践证明，在许多公司花费了几百 

万甚至上千万进行ERP实施之后，发现企业 

效率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企业的资源整合 

优势并没有显现，最直接的变化只是将原来 

的人工操作变成了机器操作而已。这一切使 

得人们对ERP产生了种种疑惑，究竟如何才 

能让这种管理工具在企业中发挥它应有的 



价值呢? 

2．1 El 实施问题的分析 

(1)企业中实施技术人员与部门的管理 

人员存在着因为知识不对称而造成的分歧。 

在ERP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企业会成立一个 

ERP项目实施组或临时部门来配合咨询公司 

负责整个项目的运作。一般来说这个实施组 

成员大多为企业的信息部门人员，也就是IT 

人员。他们对于ERP软件的应用与学习应该 

是很快的，但是他们对于各个业务部门的具 

体业务却是不甚熟悉的。然而，在ERP具体 

的实施过程中，要不断地与具体的业务部门 

进行交流以确定具体的方案选择，而这些业 

务部门的负责人员一般是不太懂IT技术的。 

这样～来，在二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就会出 

现，项目实施小组成员过分考虑技术上的可 

行性，而业务部门则只考虑理想的流程设计， 

而对于是否可行不关心，也不理解。 

(2)部门之间由于协同性不够而造成软 

件效率降低。ERP是一种将整个企业资源整 

合的系统管理软件，那么它对于整个企业内 

部各部门的协同性就有了较高的要求，原先 

松散的部门纽带被拉紧了。例如在生产者方 

面，采购、库存、生产、入库是一个统一的整 

体。采购入库后就要进行人库的系统操作， 

仓库向车间发料又要进行出库操作，车间进 

行生产物料消耗也要进行相应操作，产成品 

入库操作又联系着成品库，继而影响销售。 

同时，生产又和财务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 

任何环节出错或滞后都会影响到其他的部 

门在系统中的正常运行。这样一个复杂而又 

有紧密联系的系统，要求各个业务部门也要 

相互交流，甚至了解对方与己相关的业务。 

(3)企业人员在项目实施期间未完全掌 

握的知识会在以后的业务中带来麻烦。这实 

际上是由于ERP的项目实施都是有一定的 

图3 KM 与BPR、ERP关系图 

时间性，咨询公司也不可能常驻 

公司，尽管可以在项目结束后不 

定期地请咨询公司进行再培训， 

但这又存在实时性太差的问题， 

会影响员工对 ERP软件的信 

心。这个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从多 

个方位来进行，包括在实施中建 

立知识库，将相关知识尽可能全 

面地进行条理化，在公司倡导团 

队学习氛围，将大家的知识和体 

会进行共享和交流，并且集思广 

益，在咨询人员在的期间尽可能 

地对可能碰到情形充分考虑，变被动接收为 

主动学习、 

2．2 ERP与KM的结合 

KM t ERP的结合为企业物资、信息、 

资金、知识等资源的全面有效结合创造了完 

美平台： 

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和实时更新知J识库。对于先推 

行EPR再上ERP的企业来说，知识库已经 

基本成型了：但是在ERP的实施过程中，因 

为其涉足的业务量大而细，这对知识库的数 

据维护和更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 

ERP本身就与信息技术紧密相连，因此，在 

知识库的建立上，就可以考虑如何将这个数 

据库与ERP的软件相结合，利用 IN rERNET 

技术将知识库变成员l_L每天及时可见的。通 

过合理的检索、查询以及条目编排设计，让 

知识库界面更友好，以便于员工学习、交流， 

同时可以增强员工的兴趣。 

(2)建立团队的学习模式。ERP的特点 

就在于集成与融合：但从ERP软件的操作上 

来讲，Oracle、SAP等 ERP软件功能强大，界 

面也比较复杂=因此在企业进行ERP实施期 

间，尽管会有咨询公司的专业培训，但由于在 

此期间，各部门的员工实际上还是在进行着 

原有的业务工作，因此无法完全 

脱产进行学习，这就难免会有很 

多遗漏的地方。强调团队学习的 

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使同～个 

部门之间的员工的知识进行互 

补，甚至在学习时就有所侧重，这 

样的学习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除 

了间一部门内部外，各相关部门 

之间也要有桕应的互相学习．以 

厂解彼此。 

(3)建立企业的外部信息和 

图2 BPR与KM 的关系图 

知识接口系统。在ERP的项目实施结束后， 

专业咨询公司的实施人员与公司内部员工 

之间实际上是有知识缺口的，这种缺口就需 

要企业能够有自己的对外联络系统，以提供 

外部知识流向企业的通道。另外，就ERP系 

统本身而言，需要发挥它最大的优势，因此 

就应当在企业本身资源整合的情况下，努力 

去结合其上下游的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 

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 这也需要企业与相关 

企业互通有无，尽可能达成一致的运营处理 

模式，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j这种对外 

的接口在技术上可以考虑通过基于INTER· 

NET的数据库的设计，达到内外知识、信息 

的沟通 

ERP与 KM之间的联系也可以用图2 

表示出来。 

3 BPR、ERP与 KM的结合 

BPR作为ERP的前期基础，二者要相 

互衔接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KM作为一种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的最终目的是让企 

业的所有员工都能及时、准确、便捷地获取 

自己需要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效率，同时 

也增强工作自信心，激发工作热情 无论是 

业务流程重组还是企业资源计划，最终的实 

践者一定是公司里的每一个员工，因此， 

BPR、ERP与KM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将先进 

的管理理念、高效的信息技术与人进行结合 

的过程。这三者相互配合，激发出企业的最 

大潜能，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BPR、ERP和 KM的互动关系可以用图 

3来表示。 

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来看，如何制定出 

最合理的业务流程，将企业内部甚至是外部 

的资源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产生最大的效 

益，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的 

重要手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提 

囿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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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工厂化农业企业技术引进的含义 

及内容 

工厂化农业企业技术引进是指以提高 

经济效益为目的，根据工厂化农业企业内部 

和外部的主客观条件，评估各种被引进技术 

的先进性和实用性，通过多种方式引进先进 

适用的设备、品种、工艺流程，或吸引国内外 

的人才等技术或技术组合的过程。它是集调 

研、评估、引进、使用、吸收消化、再创新、扩 

散等一系列决策，实现企业生产要素、生产 

条件的重新组合，使工厂化农业企业获得最 

大效益的过程。 

工厂化农业企业可引进的技术范围很 

广，主要包括以下几种：④硬件技术引进。主 

要是以温室、大棚、生产线等关键设备与设 

施为载体的技术引进；②专门软件技术引 

进。如工厂化农业生产专用品种的选育技 

术、栽培工艺、栽培流程技术、育苗技术、病 

虫害防治技术、环境调控及配套技术等的引 

进；⑧知识、专利和科技人才的引进；④科学 

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资源中知识所带来的 

创新性、智能应变性以及持续发展性已经成 

为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 

只有将 BPR、ERP与KM三者进行结合，才 

能在协同与互动中共同构成企业发展的强 

力引擎，在市场的竞争中发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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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RP and BPR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bstract：Under the furious competition brought by the globalization，enterprises around the world do their best 

to face the challenge by innovation，in which BPR and ERP have become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 because 

they contain the advanced management theory and informatio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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