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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 ,主要讨论了一个将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 企业资源规划 )、

SRM ( 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供应商关系管理 )、 CRM ( custom er rela tionship management,

客户关系管理 )集成为一体的简化流程模型 . 论文在界定了几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描述了接触中心的

发出流程和接收流程功能 ,讨论了对 ERP软件的流程及核心管理和 CRM软件的流程及核心管理思路 ,

研究了对 ERP同 CRM的关联点 ,仿照对 C RM的分析 ,对 SRM做了类似的分析 ,最后给出了以关系为

企业围墙的扩展 ERP简化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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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o rme r study , an ex tended, simplified pro cess model is studied, which

integ ra ted the ERP (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 , SRM ( supplie r r ela tionship managem ent ) , CRM

( customer r ela tionship managem ent ) function into one model. The explanation o f sev eral ba sic concepts

is giv en; the function of sending process and receiving pro cess o f connecting cente r is described; th e

thought o f ERP so ftwa re and its co re management , CRM so ftw are pro cess and its co re management ar e

discussed; the integ ra ted point betw een ERP so ftwa re and C RM so ftw ar e is studied. And fo llow ing to

the analysis to CRM , th e SRM function study is made in simila r w ay. Finally an ex tended ERP process

model is giv en which walls the ente rprise wi th rela 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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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企业信息化的进程在国家的支持下 [1 ]发展非常迅速 ,这是以 ERP( (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企业资源规划 )软件实施为特征的信息化 ,企业在发展中加深了对 ERP的理解 .但实际

上很多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使得很多应该在实施前认识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

ERP软件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合理的企业集成流程模型 ,一个是根据该模型建立起来的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定制的信息系统 . 这个模型应该能够体现一个较为理想的企业的管理模式、企业的规范流程、和

依流程而定的企业组织结构等 [ 2] ,因此我们称其为虚企业 (与实体企业相对 ) [3 ] .

自上世纪 90年代初期 Gartner Group给出了 ERP的定义、 Michael Hammer给出了 BPR(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业务流程重组 )的概念 [4 ]已经有 12年了 ,但国内对 ERP和 BPR间关联、及 ERP系



统是企业模型+ 信息系统的深入了解却是新世纪后的事情 . 在企业建模方面 ,范玉顺 [ 5]、陈禹六 [6 ]等人对

国际、国内的企业模型概念、框架、研究和发展有完整的阐述 , Doumeing ts G等指出这些方法对构建 ERP

和 SCM软件非常有用
[9 ]

,但这些模型偏重于企业功能模型 ; Peter O 'Neill
[ 7]
等给出了对 BPR从 80- 98年

的文献的综述 ,对 BPR的发展做了较全面的回顾和讨论 ,国内的黄丽华 [8 ]等人在 2000年前对基于规则的

流程重组方面做过相当的研究 ,但这些讨论忽略了结合企业实体结构的讨论 ;国内外还有相当的文献讨论

了企业不同部门的流程模型 ,但这些研究很少从集成的角度上分析集成后企业的结构 ;国内外也有相当的

文献在讨论 ERP,但多为讨论性的阐述 ;应当指出 ,这种偏重、没有和忽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 ,如同后

人看我们现在的工作 .陈伯成、叶伟雄等人在集成流程模型方面作了些研究 ,参考 SAP R /3系统的结构给

出了一个简化的 ERP软件的集成流程模型
[11 ]

,指出 ERP软件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信息流上的企业 ,并

给出了利用管理思想分析、简化 ERP软件模型的思路 ,也对集成对企业结构的影响作了讨论 [12 ] . F Rober t

Jacobs
[10 ]等人的综述比较客观地重新评价和总结了 ERP的定义、应用、问题、模型、模型的作用和近年来

的发展 ,并预测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 但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的最深入、最透彻的应该是各 ERP软件商 .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随 ERP应用的深入 ,各种与企业管理相关的软件名称“热”了起来 ,如: CRM

( customer rela tionship management,客户关系管理 )、 SRM ( 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供应商关

系管理 )等 ,大公司们将它们视为与 ERP类似的不同软件 ,国内公司也有同样的看法 .但从企业的角度看 ,

其中有些概念是企业边界的扩展 ,如 CRM和 SRM,与 ERP的关系十分密切 ,也就是说 ,就小规模的应用

讲它们可能并不需要分成 3个部分 ,也许将它们集成在一起更能够看清 ERP这个信息流上“企业”的结

构 ,而国外公司如此处理也许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

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99%以上 ,其实现的产值和利税分别占总量的 60%和 40% ,中小企业信

息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我国企业信息化的状况 .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全国有 20. 3%的中小企业没

有计算机 ,大部分企业的计算机主要用于打字和报表处理 ,仅有 7. 9%的企业做过电子商务 ,还有 40%的

企业尚不知电子商务是何物 . 中小企业对专业信息机构、互联网、广告等现代信息渠道的实际利用率仅有

10%、 9%和 7%
[16 ]

. SAP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市场做的分析认为只“有 3. 8%的企业是应用了企业级的信息

系统” ,而“欧洲是 68%” [17 ] . 这应该是个很有潜力的市场 .

中小企业虽然业务相对简单 ,用不到国外产品非常复杂的部分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应用本身也不

简单 . 而且他们中很多是一些成长型的企业 ,既面临企业成长的需求 ,还需要在成长过程中对市场和企业

管理变化快速的反应和应变 ,很希望有一个投资不很多 ,可以支撑现业务 ,又可以支持未来发展的系统 .

2002年以来 ,国内外各大知名厂商 ,如 SAP、微软、 Oracle、金蝶、用友、东软等 ,已经开始关注中小企

业的 ERP市场 ,提出了各种面向中小型企业的解决方案 .巨大的市场前景还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该领域 ,

使得该领域现阶段鱼龙混杂 ,经常可以看到软件名称几乎相同、但功能、服务、价值差别很大 ,概念也较混

乱的情景 . 流程模型也许是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之一 . 本文目的是给出一个以关系为边界的、简化的、扩展

ERP软件流程模型 ,以方便该方向的研究和讨论 . 这里简化是指原理分析方便、应用适合于小规模信息管

理需求 (一个小的企业也许会有较大的信息规模 ,一个中型的企业也许在一段时间内需求的信息规模并不

大 ,这里是指应用规模 ,定义的与国家定义企业规模不同 [18, 19 ] ) ;扩展指模型包括 CRM和 SRM概念模型 ;

流程指一个通用的流程框架 ,没有考虑行业特点和企业较复杂、更底层的流程 .

2　概念界定
强调“流程”模型是因为该类模型能够将看得见、摸不着的业务管理过程抽象 ,将所标明的管理功能的

实现“具体化” (每个系统都存在 (它 )是什么、有什么 (有哪些功能 )、如何实现、作的如何、如何改进、完善成

型等问题 ) ,使人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管理和先进的管理可以兑现哪些“有什么” ,进一步 ,可以通过讨论、分

析、比较、改进、完善、规范给出的流程来完善这些“有什么” .试想除了流程的概念 ,我们还有什么其它别的

方法可以将业务管理过程从开始事务的处理直至完成处理整个“如何作”和兑现所标明“有什么”给企业管

理人员直观表示出来呢?企业管理是个“虚”的东西 ,正是流程的概念使企业决策层和分析人员有了可以对

其管理的过程打“×”的地方
[20 ]

. 一个没有可以打“×”地方的管理过程 ,是个无法改进、无法进步的管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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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为流程建模讨论方便 ,现将本文后面建模用到的一些概念简单界定一下 (不是定义 ): 企业:企业业务

流程和管理制度的集合 . 一个企业从运作的角度上包括采购、库存、生产、销售及会计等管理环节 ,从信息

系统的角度看:对这些环节的管理就是企业不同的管理功能 ,从管理功能的角度看:企业是各种业务组合 ,

从业务处理的角度看: 企业就是业务流程的集合 . 如果是个理想企业 ,将其抽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 ,剩下的

是集成的流程和为流程而设立的组织的管理 .

管理目标:企业管理要达到的某个目标 ,有总目标和分目标之分 . 如:企业管理有自己的总目标 ,采购

管理、销售管理、生产管理环节等有自己的分目标 .

流程:企业内达到给定管理子目标的服务过程 .流程由管理目标和实现该管理目标的多个内部控制点

(任务或环节 )组成 ,理论上其中一个任务没完成也无法达到其管理目标 ,每个任务都是一个信息转换的

点 . 同目标的、子系统范围相似的流程其效率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总目标下完成几个分目标的流程同

单独完成相应分目标的流程的组合可以有本质的不同 ,因此流程设计和流程重组是个创造的过程 .流程的

执行是有约束的 ,一般认为是后一个任务的开始的先决条件是前一个任务的结束 ,实际应用中常见的是后

一个任务结束的先决条件是前一个任务的结束 ,企业中常可以看到各个任务在目标的达到前一起结束的

例子 (顺序不变 ) .

集成流程: 流程的集合就是企业的整体实际运作的模型 ,一个合理的企业中 ,这个模型决定着它的企

业组织 ,这个集合中流程组成的形式决定着不同企业管理上的差异 ,集成流程是其中管理效率最高的一

种 ,流程集成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整体运作效率 .

关系:始于接触 ,部分接触的升华 .在信息系统中接触的体现是接触线索 ,因此整个接触中心体现在信

息管理上就是“线索” ,或者说线索库管理 . 关系是线索中的一类或几类 . 也就是从信息管理的角度: 关系

管理就是线索管理+ 分类管理 ,后者是算法+ 技术+ 管理 . 企业在信息流上看不到客户 ,只能看到与客户

的接触线索及与客户相关信息的不断地更新和累积 (或供应商 ) .

单据:企业中有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单据流将三者的运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单据流是企业信息流

的载体 ,也是信息的存储体 ,其中部分还可以作为相应的法律凭证 ,是信息流的一部分 .采购订单发出 -供

应商供货 ;销售订单发出 -向顾客供货 ;发票和货物进入仓库 (验证 ) -应付帐款启动 ;货物和发票送出-

应收帐款启动 ;顾客订货单进入 -生产计划启动等等 . 流程是由各个关键任务组成 ,关键任务间的信息传

递载体是单据 ,各个关键任务间的处理结果或决策结果的体现 (凭据 )也是单据 ,不同类的物对象信息、企

业内外各类的服务信息、企业的各类的活动的消耗信息统一都以单据的形式传递在企业各个流程上 .企业

业务流程运作的效率高低有很大部分是受这些单据在不同流程间和同一流程各个关键任务点的转换效率

的影响 ,集成意义上的 BPR在很大程度上是消除那些不必要的转换 (信息转换点 ) ,而消除不必要的转换

和不必要的关键任务点的工作之一就需要统一单据流 .

订单:单据的一种 ,触发企业各环节运作的信号 ,企业的订货量或对订货量的估计 .在按订单生产的方

式中 ,销售订单是企业开始生产运作的启动信号 .在不同的环节中以不同的变型 (如:生产订单、服务订单、

采购订单等 )触发该环节的运作 .

库存:企业物对象的集合点 ,反映企业物流分布统计点 ,企业物流同资金流的集成点 .

入库 (帐 ):企业与企业外部之间真正的围墙 ,理论上 ,只有入库 (帐 )的东西才是企业的资源 .

物对象: 生产原料、半成品和产品 (本文中 ) .

以下讨论中的 ERP、 CRM、 SRM系统结构是以 SAP公司系统的思路为例讨论的 [13 ] .

3　分析
3. 1　系统简介

3. 1. 1　 ERP部分

ERP的目标和特点: 就管理上讲 , ERP系统是以企业为中心构建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虚企业 . 就管理

对象上讲 , ERP系统是以产品为中心构建的 ,对系统的分析可以参见文献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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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RP软件系统的结构简图

ERP部分的模型及模型构成原理在文献 [11 ]已经讨

论了 ,本文直接引用 (图 1框内部分 ) . 与以往局部流程和

功能图不同 ,这是个“集成的”流程图 . 从业务管理角度上

看 ,一个企业就是流程的组合 ,集成的好坏决定了该企业

的运作效率 ,因此流程图应该是更能从运作层次上表述企

业的模型 . 而集成更能体现 ERP软件模型在企业流程重

组中的指导作用 ,因为很多企业在实施 ERP之前没有人

知道集成后的企业总体流程是怎样的 ,尽管每个主管知道

自己负责的子系统流程应该是怎样的 .

除了给出各个流程的集成以外 ,该图还揭示了 ERP

的核心依然是以“库存”为中心 ,而不是以生产为中心 . 因

为可以将该图进一步简化 ,得到图 2(忽略了部分信息线 ) .

图 2　 ERP软件简化图

图 2左是以前对 ERP的认识 ,而图 2中右图是由图 1简化得到的、集成业务功能概念下的认识 .

该图告诉我们:尽管 ERP的发展这么多年 ,该类软件的核心依然是库存 ,只是其缓冲的范围和层次不

同 . 我们的依据是 (在生产物流的范围 ):企业围墙内的资源不一定是本企业的资源 ,只有入库 (帐 )的资源

才是企业自己的资源 ,采购的材料只有入库后才能确认买到了 ,可以付款 . 销售的产品只有出库后才可以

收款 (假设货到收款或付款 ) ,生产的产品、半成品只有入库操作后 ,企业才能确认生产出来了等等 .更重要

的 ,由我们前面的分析 ,仓库实际上是管理系统的对物流的统计点 ,也是物流与资金流的集成点 ,入库、出

库操作本身就是在触发资金流处理 .很多人问及 ERP是否可用于非制造企业、哪种生产方式对客户有利、

哪种对制造商有利等问题 ,从流程的角度 ,根据图 1和 2中的右图可以很清楚的得到答案 .

在这个概念下 ,生产主计划和 MRP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针对库存进行的 ,现库存的数量 ,还需要生产

的数量等 . 当然不必须是物对象本身入库 ,而是库存数目必须更新 . 可以想象 ,供应链管理软件中库存管

理依然是关注核心之一 ,但是名称不同了 . 相信图 1、 2还可以回答现在许多关于 ERP的误解 .

图 3　应用于客户流的图 2

3. 1. 2　 CRM部分

从软件角度 ,如果将有利润的客户看作产品 ,有关系的客户

看作原材料和半成品 ,利用文献 [11 ]的分析 (测不准原理依然成

立 ) ,由图 2右图可以得到图 3,一个始于接触、产出订单的客户

流系统 ,财务是指将接触客户推动到利润客户的成本 . 从价值链

的角度看 , ERP的销售部分对客户的信息掌握不足 ,特别是交互

的内容 ,仅是在维持原有的客户群 (与图 1比较 ) ,没有扩大用户

群的能力 .此时 ERP软件的销售部分看上去就象个没有充分货源和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加工能力的客户加

工厂 ,靠统一的促销和服务将接触客户加工为利润客户 .而市场操作是将接触客户推到利润客户的动力之

一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企业需要强化市场、销售、服务等方面管理和能够管理较完整客户信息及往来

信息的集成软件 ,希望能够利用关系和订单信息细分客户 ,有针对性的进行市场活动、促销活动和服务活

动 ,后者是企业对算法和计划的需求 . 此外 ,该类软件也有助于企业对客户方面资源共享和对客户的反馈

的迅速反映 .

该类软件首先要解决客户关系在系统中体现的问题 .客户关系起源于与客户的接触 (多维接触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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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是接触的升华 .接触在系统中的体现为接触记录 称接触“线索” ,这里强调“线索”是因为我们认为它

是 CRM管理和分析的基础 . 线索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发出线索和接收线索 ,这是从主动和被动的角度上

分类的 ,接收线索部分实际上是处理日常接触事物的系统 ,因此它们的流程是不同的 (图 4及图 5) . 从某

种角度讲 ,在信息系统中客户“关系”的管理就是客户“线索”的管理+ 分析处理方法 . 因此 ,这种系统应该

是由多维的接触中心、处理线索的流程、管理线索的方法、根据给定目标挖掘关系的方法和工具及分析线

索时所需要的数据仓库组成 . 企业中客户“关系”有非常鲜明的商业目的性 ,那就是回报 ,而企业回报的直

接体现是订单 .保存和分析线索的目的是获取可能得到订单的有效信息 ,获取可能得到订单有效信息的目

的是订单的落实 . 所以这种系统的模型始于接触 ,终于订单 .

图 4　发出线索流程简图 图 5　系统接收线索流程示意图

图 6　市场发出线索到获得订单流程的简化

SAP的 CRM中市场概念有以下几个层次 ,市场:开拓市场 ,这是

由企业战略、企业经营目标和企业现有资源能力决定的 ,其文档

形式是市场计划 ;战役:开拓一块市场需要几个战役 ,每个战役

是针对着主题产品及相对目标客户群组织的 ,这些客户群是由

算法计算得到的 ,并参考了外部信息分析和第三方分析的结果 ,

其文档形式是战役计划 ;活动: 一个战役是由一系列活动组成 ,

活动的文档形式是活动内容 ;主题产品:根据计划推出的一类或

系列产品 (通常是回报率高的产品 ) ;目标客户群: 是由算法从接

触线索客户偏好或现有客户历史数据计算得到的客户类别细

分 ,其文档形式是客户列表 . 由市场发出线索到订单的简化流程如图 6. 在 Sieble公司的 Demo中没有市

场这一部分 [15 ] ,它的流程是以机会 ( o ppo rtuni ty)为主线展开的 . 我们也认为对有些小型企业没有必要对

线索作两次评价 .

在实际应用中 ,多数企业只是利用其中部分线索 .

3. 1. 3　 SRM部分

SRM部分的管理同 CRM部分的管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只是对象、需求和要分析的内容不同 ,我们

不另作分析 ,只是在需要的时候给出与 CRM不同之处 .

SAP的 SRM系统的目标和特点 [14 ]: SRM的目标是战略性地确定货源 ,组建供应商网络 ,实现内容管

理、电子采购等工作 . 利用 SRM系统 ,企业可以评估供应战略、建立供应网络 ,并且结成互惠的供应关系

提供了必需的协作解决方案 . 由此 ,企业可以及时获取采购与货源方面的信息 ,从而更好地控制整个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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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并从此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中持续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 . 该类系统一般包含自

服务采购、计划驱动的采购、运作资源管理、关系监测功能 . 其中包括:供应商资格评价、供应商选择、协议

谈判、协议管理、内容管理、供应商自服务、关系监测、运作资源、同 CRM系统对接等功能处理 .

作为中小型企业使用的 SRM虽不需要那么完整的功能 ,其仍需要基于线索的分析、评价、计划、自服

务等管理 .

3. 2　集成分析

各大 ERP厂商的 ERP、 SRM和 CRM软件多为分开的独立软件 ,因此建立简化的集成系统首先需要

分析其关联点 .

3. 2. 1　 ERP与 CRM部分的关联分析

从 ERP流程模型可以看到 [1 1] ,发生订单后的任务是发货 ,而顾客感兴趣的是发货信息跟踪 ;发货的

目的是得到付款 ,企业和销售人员感兴趣的是付款监测信息 ,这也是订单分析的依据 ;付款 /订单分析又是

新订单 /协议签订的基础 ,这样构成了由运作控制到流程优化的一个循环 .

从市场角度 ,给定的客户范围是市场活动的基础 ,市场活动的目的是开发新客户及获取有效的线索 ,

根据给定目标和产品对有效线索的评价是获取客户范围的基础 ,这样构成了由分析到销售策略体现的循

环 .

同理可以分析销售部分 .基于信用评价对有效线索的提炼是销售活动的基础 ,订单和协议是销售活动

的目标 ,对客户执行协议的情况的分析又是客户信用评价的基础 .

由上面分析得到图 7- SAP的概念下的 ERP销售、 CRM销售、 CRM市场各种信息处理和转换过程

的简图 ,从该图和我们前面的概念分析可知订单是个 ERP和 CRM的集成点 ,而且一般的 CRM软件和

ERP软件的销售部分管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 ,集成的系统框架可以消除这种重叠 .

3. 2. 2　 ERP与 SRM部分的关联分析

仿照 3. 2. 1的分析 ,我们给出 ERP同 SRM的关联图 (图 8) ,想说明 SRM和 ERP的接口点也是订单

- 企业对供应商的订单 . 由于企业需要给出采购订单 ,订单是在评价之后确定的 ,供应商评价是在给定供

应商范围的竞标 /报价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供应商范围又是依据评价和历史订单确定的 ,由此得到图 8的

几个主要活动点 . 同样也有 SRM软件和 ERP软件的采购部分管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的问题 ,集

成的系统框架也可以消除这种冗余 .

图 7　 ERP与 CRM关联分析图

图 8　 ERP与 SRM关联分析图

3. 3　集成模型

根据前面的分析 ,可以得到一个扩展的 ERP软件集成流程模型 (图 9) . 中间 ERP部分工作原理可以

在文献 [11]、 [12 ]中找到较为详细的说明 ,该部分是一个集成的系统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数据的输入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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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简化的扩展 ERP集成流程模型 ( SRM、 ERP、 CRM)

系统的外部一次性输入 ,理论上所有的数据都只输入一次 ,由一线的操作者在使用时实时输入 ,并为全系

统共享 .这样原有企业各级组织的信息转换点都不存在了 ,这些转换点不仅包括车间级或更低层次的数据

统计员 ,也包括了企业中的记帐会计 .物流和资金流的集成使得企业物流上物的位置变化可以实时地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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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简化的扩展 ERP功能模型

值变化的形式体现出来 ,这样实际管理中金字塔

式的企业组织形式塌陷了——扁平了 .图中左右

对外接触的虚框部分表示接触中心 ,框内表示接

触中心中的相关交互信息 ,其简化的概念数据库

内容在虚框下的方框中 ,对供应商和客户讲 ,他

们接触的应该是一个中心 . 图 9为了突出线索管

理对这两个 RM的重要性 ,因此在接触中心虚框

中标出的不是流程 ,而是流程处理的相应线索 ,

与之有关的发出线索、接收线索、处理线索的流

程已经在 3. 1. 2讨论 .市场活动和销售活动也有

成本和触发财务问题 ,本文中没有考虑 . 图 9的

两个算法库、第三方分析、外部信息在小规模的

系统中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分析子系统两个部分 ,

图 11　简化的扩展 ERP概念模型

这也可以视为集成后的结果 . 图 9可以简化成图 10—— 简化的

功能性模型 ,还可以简化为图 11——简化的概念模型 ,由该模型

也许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由流程组成的该类系统各个管理功能

间的关系和结构 . 该结构与 ERP模型的不同在于强化了供应商

和客户的相应数据管理 ,因为国内在销售订单确定和采购订单

确定前会有很多次的交互 ,而几次交互的失误可能会使企业失

去一个好的客户或合适的供应商 . 此外图 10和图 11还显示 ,就软件系统讲 SRM和 CRM讨论的依然是

企业内部的管理 ,只是企业的围墙变成了关系 ,而不再是企业的帐本 ,虽然在概念上前进了一步 ,但是现有

概念的系统还是在“围墙”里面 .

4　结论
本文对一个小型的、粗框的、扩展的、集成的 ERP流程模型的构建进行了分析、探索 ,抛砖引玉 . 扩展

是指将 SRM、 ERP、 CRM的主要流程集成在一起 ,集成的好处在于 (以客户信息管理为例 ) ,从流程的角

度 ,可以保证市场信息、客户特点、客户的需求和反应较快地反馈到相应处理机构 ,如客户售后服务等问

题 ;此外 ,未来客户的信息、现客户信息更加丰富了 ,并可以同步更新 ;信息处理能力更加强大了 ,企业的市

场和销售计划可以有的放矢 .流程集成的后果将会引起实际管理中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 ,由于业务处理流

程成为集成的计算机模型 ,中间传递的人为延迟大大减少了、数据准确了、实时性增强了 ,企业组织结构扁

平了 . 研究结果表明 ,该种系统对企业的管理仍是侧重在企业内部 ,只是企业的“围墙”向外扩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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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最终解决了引言提出的 4个问题 . 同时 ,本文 AHP检验指标和方法具有如下性质:

1)本文的 AHP检验指标和 T. L Saa ty的一致性和相容性检验指标是等价的 .对于一致性检验 ,本文

指标与 T. L Saaty的一致性指标相差常数 1;对于相容性检验 ,当判断矩阵无残缺时 ,本文指标就是 T. L

Saaty的相容性指标 ;

2) P. de Jong确定一致性阈值的统计方法是本文检验方法在进行无残缺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时的特

殊情况 .

一致性和相容性还有其它检验指标和方法
[8- 10 ]

,但由于它们在实际中较少应用 ,故本文不作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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