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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概念 



1980年代冷战结束 

互联网+全球化=全球互联 

全球互联产生知识大爆炸的临界质量 

知识爆炸促进科技大发展 

全球进入创新加速时代！ 



企业概念相关的三条主线 

数字技术发展&美军的作战模式 

系统工程的发展 

企业（Enterprise）概念的发展 

1980s 1990s 2010s 2000s 2020s 

系统
支撑 

平台支撑（第
一次海湾战争） 

网络支撑（第
二次海湾战争） 

INCOSE成立 
传统系统工程
（TSE） 

复杂系统工程
（CSE） 

现代 

Enterprise 1.0 

现代 

Enterprise 2.0 

（ESE） 

互联网
诞生 

借用Enterprise概念，建
立新型业务战略执行机制。 1602年，荷

兰东印度公
司是第一个
Enterprise 

以系统论、控制论、
信息论为理论基础。 



       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完

整描述主要来自系统工程

知识体（SEBoK），和

企业系统工程（ESE），

以及复杂系统工程系列。 

       直到2010年前后才

达到比较系统的阶段！ 

2011年 



企业基本概念 

       企业（Enterprise）与数字技术和系统工程有着天生

的联系，是以系统应对客户需求和问题的复杂组织体

（自主、自治、自适应系统） 。其主要特征： 

 由系统组成 

 流态组织 

 数字技术赋能，系统工程方法使能 

 持续转型是企业固有的属性。 



            企业家精神 引导涌现性框架 

    执辔如组 

驾驭复杂性框架 自我超越 

 系统工程基础 

服务：价值共创 组织：养生法 

三层应用： 

四个基本
要素： 

以客户为中心，面向服务                              使能业务 / 使能团队 / 使能个人 

战略技术规划 适应中发展 ESE流程      企业治理 

系统域 战略域 服务组合管理域 架构管理域 转化域 

流程域 政治域 组织域 资源域 产品和服务域 

知识和技能域 IT服务域 IT产品域 市场域 位置域 

基础设施和硬件域 信息域 通用域 IT平台域 IT架构域 

数据域 应用和软件域 分析域 财经域 文档域 

技术和标准 
规划 

基于能力的 
规划分析 

战略技术规划 
企业评价 
和评估 

机会和风险 
评估和管理 

企业需求 
定义和管理 

战略规划 
绩效管理 

投资组合管理 
使命规划 项目集管理 项目管理 

系统之系统级应用 系统级应用 企业级应用 

系统
思维 

八项活动： 

七个ESE& 
五个PM流程 

二十五个
领域： 

企业架构和 
概念设计 

基 本 理 念 

项目组合/项目集
生命周期支持 

项目集/项目详
细设计和实施 

项目集集成和
接口 

项目集确认和
验证 

项目组合/项目部署和
部署后管理 

资源配置&
预算 

业务流程&信息管理 

系统工程
本体概念 

现代企业
制度组件 



        企业是为实现特定目标，由既内部相互作用（如，协调功能、
共享信息、和分配资金等），又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资源（如，人
员、流程、组织、技术、和资金等）组成的实体（Entity）。 

企业的系统工程定义和模型 

蜂窝状网络组织 



企业由内部系统组成 

以系统应对问题和需求 

企业模型 

内部系统 



赋能和使能有所区别 

赋能 

empower 

使能 

enable 

外输：短期解决方案 

         （资金、资源、人力、财力） 

内生：长期发展能力 

         （知识、流程、组织、体系、方法论） 

≠ 
《葵花宝典》 《降龙十八掌》 VS 



以系统应对机会和问题的执行机制 



企业战略执行机制的演变 

       有记载的战略执行机制包括： 

1、以职能机构为中心的运作模式； 

2、PMI的组织级项目管理（OPM， Strategy 

Executing Mechanism ）； 

3、企业架构（ Enterprise Architecture）作为业务

执行的基础（A Foundation for Business Execution）。 



基本原理 

战略执行机制：企业架构（EA） 

数字化平台支撑（数字技术赋能） 

职能域 

OPM机制 

系统工程方法使能 • 以系统应对机会和

问题。 

• 将团队、项目、和

业务整合成新的组

织参与企业活动。 

• 通过运营服务提供

价值。 



企业战略执行机制的 
系统工程模型 

以系统应对机会和问题！ 

通过运营服务提供价值！ 



新型企业组织结构形式 董事会 

合
规 

财
经 

HR 公
关 

公用 
设施 

管理 
信息
系统 

经营决策团队 

技
术 
战
略 

营
销
战
略 

制
造 

地区
1 

国际 地区
2 

开发 研究 试验 工厂
2 

工厂
1 

工厂
3 

产
品
战
略 

品牌
2 

品牌
1 

品牌
3 

供
应
战
略 

定点 寻源 管理 



组建系统应对需求和问题 

职能域=员工的家 

其它背景系统 



系统方法和数字

技术支撑的企业

架构作为业务战

略执行的基础。 

2006 



公司治理&战略 

业务模式（business model ） 

1、运营模式（Operating Model） 

分散&协调&复制&一体化 

2、企业架构（EA）和IT架构（ITA） 

业务&应用&数据&技术 

3、IT介入模式（IT engagement model） 

（IT治理&项目管理&关联机制） 

IT网络（Network）&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自 

上
而
下
贯
通 

由
虚
而
实
执
行 

业务 IT 

业务与IT对齐 EA概念 



业务模式画布 

价值交付 价值创造 

价值获取 

价值主张 



四种运营模式定位公司不同的增长方式 

   协调    统一 

   分化    复制 

业务流程标准化 

业
务
流
程
一
体
化

 
EA 

（解剖结构） 



治理规则和战略行动计划 

定义战略指标 

运营模式 

企业架构EA 
（业务流程和IT基础设施

的组织逻辑） 

IT介入模式 

战略执行的基础 

• 核心业务流程 

• IT 基 础 设 施   

定义一体化和
标准化需求。 

设定优先
次序。 学习和开发

利用。 

定义核心能力 更新和发展架构 

数字化执行基础的构成：运营模式+企业架构+IT介入模式 

EA 

（解剖结构） 



系统工程方法使能的本质是 

应对复杂问题！ 



系统工程知识体（SEbok）组件 

天 地 人 时 数 

              系统思维    
复杂性涌现性稳态同步演进 

系统思维 

                 系统精神     
实效、多元、批判性 

用于工程系统 
的系统方法 

系统基础 
用模型表达 
系统工程 

系统科学 

服务：价值共创 组织：养生法 

系统工程管理：生命周期 元素 流程 活动 使能系统工程：业务 团队 个人 

服务系统工程 产品系统工程 
企业系统工程 

（现代企业制度） 

系统工程 

本体概念 

道法 
自然 

四大应用： 

五类基础： 

 

空 

系统之系统工程 

系统 
精神
思维 
方法 



系统工程本体概念 

       本体（Ontology）是一组由理论预先做出假定的实体（entities）。 

       系统工程（SE），尤其是系统开发，是基于数学和已经证明的成功实

践的相关概念而建立。SE本体根据如下路径/基本原理做出定义： 

       SE给系统工程师提供一种方法（approach），它基于一组概念（如，

利益相关者、需求、功能、场景（scenario）、系统元素等）和通用流程。 

       每个流程由一组活动和任务组成，他们围绕着一个主题或目的，按一

定的逻辑汇集起来。每个流程运用其所采用的概念（applied concepts）

描述“做什么”。活动和任务的实施由方法（methods）和建模技术

（modeling techniques）提供支持，它们自身构成基本任务

（elementary tasks），描述“如何做”。 



       SE的活动和任务是预先定义的概念的通用数据的转换，哪些通用数据

称为实体（entities）、种类（classes）、或类型（types.）。 

       每个实体有具体属性（attributes）反映其特征，每个属性可以具有不

同的价值（value）。 

       执行（execution）过程中，流程、方法、和建模技术的活动和任务

根据逻辑关系交换通用实体（generic entities）的组分（instances）。

这些逻辑关系允许工程师将实体自身连接起来（可追溯性），并遵循活动

和全球进展的逻辑顺序（工程管理）。 

       基数（cardinality）与每个关系有关，表述实体的最小和最大的数值，

需要这些数值来固定实体之间的关系。 



四 个 方 面 

技术（加速器） 

• 种类多 

• 发展变化加

速 

• 不确定性 

• 模糊性 

• 认识极限 

人（放大器） 

• 政治考量 

• 道德伦理准

则 

• 宗教信仰 

• 审美观 

流程（搅拌器） 

• 流程资产种类繁多

关系复杂 

• 流程之间相互作用 

• 输入/输出的转化 

• 各种各样的接口 

• 流程互操作关系 

理解复杂性 

软件（天生顽劣） 

• 技术特性+ 

• 无形 

• 验证难 

• 接口复杂 

• 标准多 

• 语言多 



可预测 不可预测 

机会和问题分类 

分类 

分析 探索 

冒险 

格物致知 



系统精神 

实 效 & 多 元 & 批 判 性 



信息论 
1940s 

1、寻求理解“大图像” 

2、观察系统内的元素如何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生成多种特征模式和趋势 

3、识别系统结构（元素及其交互）的发生行为 

4、识别复杂因果关系的循环本质属性 

5、揭示并测试假设 

6、变换视角以增进理解 

7、彻底考虑问题并抵制快速结论的冲动 

8、考虑心智模型如何影响当前现实及未来 

9、利用对系统结构的理解来识别可能的“杠杆”行动 

10、同步考虑行动的短期后果和长期后果 

11、寻找非预期后果出现的地方 

12、探究因果关系时，辨别时间延迟的影响 

13、检查结果，需要时改变行动：“逐次逼近” 

系统思维十三原则 



企业应对复杂问题的系统方法 

五全（全问题、全周期、全系统、全要素、全功能） 

两多（多领域、多学科） 

七个指导原则 

两个框架 

（驾驭复杂性、引导涌现性） 

复
杂
问
题
解
决
方
法
结
构
化 

一个解决方案价值循环 



驾驭复杂性框架（变异—互动—选择） 

复杂系统在适应中发展 

发展的系统视图，曲线以内是

系统成果空间，复杂系统应在

此范围内发展。 

一体化 

分化 

复杂性、变异、
和自治的趋势。 

秩序、统
一性、一
致性、和
集体性的
趋势。 

这个
框架
适用
于社
会、
行业、
企业、
个人
各个
层面。 



应用系统方法的七个指导原则： 

• A，应用系统方法，在一个更广范围的背景中，将系统方法应用于SOI。 

• B，综合，将各部分整合起来，形成全系统解决方案。 

• C，整体性，对系统元素做决策时，总是考虑更广系统的后果。 

• D，生物类比，总是将系统视为环境中，动态的“生命”行为。 

• E，适应性优化，随时解决问题，保持进化。 

• F，努力实现熵减，通过保养、维持、和升级等活动，保持系统持续工作。 

• G，适应性满足，只有在影响成功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取得优胜的前提下，

系统自身才能成功，因此，系统生命周期必定是由其成果对利益相关者

目标的贡献的程度所驱动。 



二、数字化新阶段 



企业数字化新阶段 

       数字技术自2010年后发展神速，2019年以

来的短时间里，SEbok、COSO、CMMI、

COBIT、ITIL、TOGAF、OMG等主要指南和标

准体系都做了更新。 



企业国际指南和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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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OK、PMBOK、××BOK、××GUIDE、××STANDARD 



新 概 念 

新 观 念 



COSO风险管理整合模型 

整 合 

企业统治框架 



  五大类20项风险管理原则 



INCOSE的发现 



ITIL：High--Velocity IT（HVIT） 

高速IT定义： 

       用数字技术为主要业务使能，对市场、对顾客、对

变革的时间和速度，总体而言都很关键。 

       高速不仅限于快速开发，从开始创新到开发和运营，

再到实际价值的实现，整个服务价值链都需要高速度。 



ITIL：数字技术 



       信息系统技术栈                和                    信息技术价值栈 



EA 

（解剖结构） 

TOGAF：敏捷架构 



SWOT分析 

SKEPTIC扫描 
EA 

（解剖结构） 





业务战略、数字战略、和IT战略的关系变化 

传统关系 新型关系 



ITIL加速 

创新模型 

创新取代或改变现状，或创造新
能力或新产品，但导入成本高，
且质量不稳。导入创新是为了获
得竞争优势。 

一旦创新产品规模扩大，组织采用标准流
程和教育，生产一致且可预测的产品。创
新很快成为被很好理解的标准业务作业的
一部分。 

创新越成功，越被很好理解，更多的组织会使
用或复制。它不再独特，它成为业务所需的商
品，但不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 

商品化技术生产和维护成本低，管理所需的技能也
不贵且随处可见。组织应谋求规模经济效应实现更
低成本的商品供应和管理，这比内制更有优势。 

创新越是被
广泛理解和
使用，就越
有可能成为
进一步创新
的基线或通
用模块。 

创 新 

商业化 

外包 

运营 



技术采用的生命周期模型 

鸿沟 迟钝者 

早期多数 后期多数 



Karu：新技术采用策略（四个阶段） 

新奇 

优势 

银弹 

（新技术） 

共享 

使用 

留着 

有害 



“隐身” 主流 

新兴技术发展模式 

现有技术 

新兴技术 

崭露头角 

潜在发展 



三、关于数字转型 



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使用数字技术使能组织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实施重大改进，

而这种改进离开数字技术不行。 

数字化（Digitization） 

Digitalization，使用数字技术实现组织的运营自动化，或某些

方面的转变。 

Digitization，利用二进制数字技术表达信息，将某些东西（如，

文本、声音、或图像）从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形式的过程。 

数字转型和两种数字化内涵 



将数字转型置于 

业务战略管理的大局之中！ 



       数字转型的实质是数字

技术支撑业务战略变革。 

       变革锚点：组织活力。 

       变革难点：战略与治理

（结构）之间的转换。 

       变革双成果：实现业务

成功的同时，建设聚焦顾客

的，高绩效的，学习型组织。 



       新一波的国际企业标准指南中，更加强调

“架构” 的定位和作用，更加强调“变革” 的普

遍性意义。 

架构即战略！ 

变革即战略！ 



数字技术支持战略变革 

系统方法使能 & 数字技术赋能 

愿景 
共享三观 

核心统治 
（结构、功能、形态） 

战略管理 

（机会/风险，概念/战法） 

态势感知&战略规划&创新策略
（方向） 

治理 

（活力、效能、学习型组织） 

体制&机制 

（稳态） 

变革/创新 

大范围变革 增量变革 企业并购 局部变革 

作为能力 作为流程 作为模式 

数字转型 

优
先
技
术 

维
持
产
品
和
服
务 

产
品
和
服
务
所
拥
有 

A/

B

测
试 

基
础
设
施
作
为
代
码 

投资价值技术 快速开发技术 

数字技术（HVIT）（五大类22项） 

松
耦
合
信
息
系
统
架
构 

评
审 

持
续
业
务
分
解 

持
续
集
成 

、
交
付 

、
部
署 

持
续
测
试 

看
板 

技
术
欠
账 

耗
散
工
程 

完
工
定
义 

版
本
控
制 

AI

运
营 

人
机
对
话 

自
动
化
关
联 

现
场
可
靠
性
工
程 

服 

务 

体 

验 

敏捷
开发
审计
保护
套件 

安全
开发
和运
维 

同 

行 

评 

审 

价值共创技术 弹性运营技术 确保合规技术 

运营 

（增长&收益） 

可度量、实时反馈、持续改进、 

（行动：速度、力量、精度） 



转换/转化的一般模型 

损
耗 

损
耗 

损
耗 

损
耗 

变数 

文 武 

龙 

虎 

豹 

犬 

主 帅 将 校 尉 

转换，使命传递，任务交接，工作转移 

转化，产品/服务的状态/形态变化 



COSO风险管理整合模型 

整 合 

企业统治框架 



变革的两个基本理论：冰山理论 

 变革不容易发现的工作，水面下的冰山占87% 

 支撑变革的组织、流程、和基础设施容易被忽视 

基础设施 

内容 流程 



变革的两个基本理论：过山车理论 

变革过程的心理和情感阻力是无法避免的。 



萨季尔（Satir，俄国）变革模型 

时间 

绩效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