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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信息化评价将有力地推动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进程 , 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完

整的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 , 来评价和指导林产工业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在确定

指标体系原则的基础上 , 建议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应用环境 、 信息化资

源 、 信息化项目及运行水平 、 信息化效益与实施效果和信息化适宜度等 5个一级指标 。介绍

了该指标体系在林产工业企业中的一些初步应用 。表 1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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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产工业通常包括木材加工工业 、制浆造纸工业 、 家具工业和林产化学工业 。其主要产品是锯

材 、 人造板 、木浆 、 纸(纸板)、家具和松香等。林产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产品也是保

障国民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大力促进和发展林产工业企业的信息

化 ,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 发挥后发优势 , 对林产工业的发展和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与稳定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的意义

1.1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的现状和意义

信息技术在林产工业企业中的应用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利用虚拟网技术扩大林产工

业产业规模 , 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 从而提高竞争力并降低制造成本;将计算机辅助设计用于设计新产

品 , 提高企业的产品设计能力;利用生产过程控制方面的信息技术如企业资源计划(ERP)技术提高企

业生产能力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响应能力;利用客户关系管理技术以及信息网络等手段与外界进行商务

往来 , 提高林产工业产品的营销与售后服务能力等。由于企业的特点 , 林产工业企业大都位于偏远地

区 , 企业也大都由原来的集体企业发展而来 , 因此在企业信息化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工业企业。

1.1.1　林产工业企业整体上信息化意识很弱　大部分林产工业企业地处偏远地区 , 信息不灵 , 在信

息化方面的整体意识很弱 , 对于企业在信息时代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对企业信息化能提高

企业管理水平 , 提高效率效益和企业竞争力的认识还相当肤浅 。因此信息化技术在我国林产工业企业

中的应用是比较落后的 , 与国外同行存在较大差距。

1.1.2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受企业规模限制　由于林产工业企业普遍规模小 , 企业资金短缺 , 而企



业信息化的投入产出又有一个相当的过程 , 使得许多企业对信息化持怀疑态度 , 认为信息化对于企业

的发展和赢利起不到决定作用 。

1.1.3　人员素质普遍较低 , 限制了企业信息化发展　林产工业企业员工大多对信息化的理解有明显

偏差 , 甚至认为信息化就是拥有几台计算机 , 这些都限制了企业信息化的发展 。与其他行业相同 , 林

产工业企业信息化也能加强企业资源的有效管理 ,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 特别针对大多数林产工业企

业对企业的资源的管理相对比较松散和混乱 , 制度不健全 , 浪费严重的情况。其次 , 能增强企业在产

品设计 、 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方面的实力 , 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 。波兰等国在木材加工和家具设计

制造等方面领先于我国的企业 , 其主要原因在于信息化系统的应用比我国企业要早 , 要成熟 。再次 ,

企业信息化能弥补许多林产工业企业信息闭塞 、 对市场变化的捕捉能力和适应能力差的问题 , 及时获

取有价值的信息 , 熟悉国内外市场变化而产生创新动力 , 增加产品或服务的差异性 , 降低原材料采购

和销售成本 , 及时融入国际市场中 。最后企业信息化还可以提高林产工业企业人员素质 , 除了部分家

具制造企业外 , 大部分林产工业企业人才缺乏 , 人员素质较低。信息化有助于企业加强对员工的培

训 , 使人力资源的素质不断提高 , 促进企业发展成学习型企业 , 增强创新能力 。

1.2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的意义

一套完整的企业信息化评价体系 , 可以对企业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 , 在宏观战略和具体操作上指

导企业的信息化进程 , 帮助企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少走弯路 , 提高效益
[ 2, 3]
。企业信息化指标体系

的建立 , 还将有助于企业明确信息化的战略和目的 , 有助于企业深化改革 , 提高管理水平 , 完善经营

机制 ,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信息化还可以帮助企业合理计算投入产出比 , 提高效率 , 改善竞争

表现 , 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 ,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02年 10月 9日 ,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正式发

布中国企业信息化效能指标体系 , 并启动了全国首轮企业信息化500强调查和评比工作 。各地也开始

纷纷进行信息化测评工作 。2004年 1月 , 杭州市工业企业信息化水平测评项目正式启动并于当年完

成 , 可见国家和地方对企业信息化测评工作的重视。

不同行业的企业信息化方法与内涵是不一样 。即使在制造工业 , 由于行业的不同 , 如传统行业与

高技术行业在人力资源 、 信息化的应用技术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各种历史或其他原因 , 行

业间信息化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以一个信息化程度很高的行业的测评指标来对照和评价一个信息化

相对落后的行业 , 这样的指标既无法客观反映问题 , 更不能对这些行业的企业信息化起指导作用 。因

此信息化的评估标准应针对行业有所区分。2003年 ,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评测工作是第一次针对行业

的企业信息化测评。林产工业与一般制造业相比 , 在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内容和关键环节以及信息化程

度上有很大差异 , 因此 , 有必要根据林产工业行业经济特点 , 设立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

系 , 进行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的评估 , 通过它定量和定性地反映林产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和程度 , 帮助林产工业企业及时发现企业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及时总结企业信息化实施过程中

的经验和教训 , 指导这些企业循序渐进地进行企业信息化建设 , 对林产工业企业的信息化发展起到一

定的指导作用 , 提高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水平。

2　构建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价体系主要是指由制定原则 、指标体系 、 评价方法和组织构成
[ 4]
。

2.1　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是制定指标体系的最基本的原则 。企业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依据的

是企业信息化的有关理论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的评价方法必须以信息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理论为依

据 , 结合林产工业企业的特点 , 借鉴已公布的企业信息化指标和国际上比较通用的信息化测度理论和

方法(波拉特方法和信息指数化法), 提出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

2.1.2　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指对企业信息化进行系统层次划分时要符合基本的思维逻辑 , 既要考虑

正效益 , 也要考虑负效益;既要考虑定量评价指标 , 也要考虑定性评价指标。

2.1.3　可操作性与代表性相结合原则　指标体系并非越庞大越好。大部分林产工业企业人员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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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进行筛选 , 选出其中最有代表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指标。这些指标不仅

要有相对明确的含意 , 计算简明易懂 , 比较准确反映客观问题 , 同时数据还要容易取得 , 具有可操作

性 , 以便能快速方便准确评价林产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

2.1.4　可比性与导向性相结合原则
[ 5]
　指标不仅要有利于企业自身进行纵向比较 , 还便于与同行业

其他竞争对手的比较 , 使企业尽快找到与国际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发展的差距 。

2.2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指标体系框架

表 1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测评指标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es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in forest ry indust ry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企业信息化环境

企业信息化项目及运行水平

企业信息化资源

企业信息化实施效果

适宜度指数

领导重视程度

完善管理制度

信息主管能力

员工信息意识

行业信息技术水平

地区网络化程度

信息服务体系

公共信息资源量

国家政策支持

企业门户网站建设水平

办公室自动化系统应用程序

设计制造信息化程度

管理信息化应用覆盖率

系统稳定性

系统可扩展性

安全措施应用程序

软硬件设备利用程度

核心业务流程信息化整合水平

软硬件资源

网络性能水平

信息技术人才比例

销售收入增长率

库存资金占用率

减少人员成本效率

提高设计制造效率

企业财务决算速度

战略适宜度

投资适宜度

应用适宜度

资源匹配适宜度

行业总体适宜度

　　基于以上原则 , 建议林产工业企业

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应用环境 、信

息化资源 、信息化项目及运行水平 、信

息化效益与实施效果和信息化适宜度等

5个方面(表 1)。

2.2.1　信息化应用环境　企业信息化

应用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内

部环境主要考察企业信息意识和管理机

制等方面 , 如企业领导重视程度 、 有无

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制度并得到良好执

行 、信息主管能力和员工信息意识等;

外部环境涉及的因素较多 , 主要有国内

外信息技术水平 、企业所处地区网络化

程度 、信息服务体系 、公共信息资源量

和国家地方政府有关的政策法规等 。结

合林产工业特点 , 我们选取行业信息化

应用技术水平 、 企业所处地区网络化程

度 、 信息服务体系 、 公共信息资源量和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等作为二级指标 。这

些指标的评价方法可以设计一个评分标

准 , 按此标准打分即可。假设企业领导

信息化重视程度总指标的权重是 4分 ,

那么这一指标的计算方法通过考察企业

信息化工作最高领导者的地位:最高领

导者是决策者得 4分 , 是部门领导得 2

分 , 无专职负责人得 0分。由于我国林

产工业企业普遍信息化意识薄弱 , 与国

外差距较大 , 企业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整个行业的信息化水平高低 , 而林

产工业行业整体信息化水平是偏低的 ,

因此这一指标对企业信息化水平指标的影响都很大 , 应为重点考察 , 以带动这些企业信息化意识的提

高和林产工业整个行业的信息化意识的提高 。

2.2.2　企业信息化资源　企业信息化资源可以从软硬件资源(信息设备及软件装备程度)、 网络资源

(网络性能水平)和人力资源(职工信息技术人才比例)等方面考察:①软硬件资源(信息设备及软件装

备程度)。指当年企业用于信息设备及软件的投资总费用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费用之比。软硬件资

源(信息设备及软件装备程度)
[ 6]
可通过信息设备装备率(当年企业用于信息设备及软件的投资总费用

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费用之比)评价。计算公式:Re =F i/F t ×100%。其中信息设备及软件投资总

费用 F i (元)包括电话机购置及装机费 、传真机购置费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购置费 、 企业内部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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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 企业上网投建费和企业购买信息化软件费用等;F t(元)代表固定资产投资总费用 。②网络资源。

通过考察企业网络的出口带宽 , 来评价企业的网络性能水平。根据企业网络带宽的不同给予相应的评

价分 。③人力资源指标。主要是考察企业职工信息技术人才占总体职工的比例多少 。企业信息化的主

体是企业信息资源的使用者 , 即企业所有员工 , 所以企业员工这一人力资本的知识水平对企业信息化

有重大意义。计算公式:R r=R i/R t ×100%。其中 R r表示职工信息技术人才比例 , R i 代表从事信息

技术工作拥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数 , R t 代表企业在职总人数 。

2.2.3　信息化项目与运行水平　这一指标考察企业建设已应用了哪些信息化项目以及这些信息系统

的运行与利用情况。根据林产工业的行业特性与信息化在林产工业企业中的应用 , 可以分为企业门户

网站建设水平 、 办公自动化系统应用程度 、 设计制造系统应用程度 、管理信息化应用覆盖率 、核心业

务流程信息化整合水平 、 系统稳定性 、 系统可扩展性 、安全措施应用率和软硬件设备利用程度等几个

指标衡量 。①企业门户网站建设水平。反映企业资源整合状况 , 根据网站服务对象覆盖的范围 , 可提

供的服务内容等进行打分 。②办公自动化系统应用程度 。反映企业在网络应用基础上办公自动化状

况 , 是否实现了日程安排 、发文管理 、 会议管理 、信息发布 、 业务讨论 、 电子邮件 、信息流程的跟踪

和监控等。 ③设计制造系统应用程度。考察 CAD/CAU , CAPP , CAQ , CIMS , DCS 等自动化设备(生产

线)等先进设备制造手段的运用情况 。 ④管理信息化应用覆盖率 。反映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状况 ,

管理信息化的应用领域包括:财务管理 、购销存管理 、生产制造管理 、分销管理 、 客户关系管理 、人

力资源管理 、商业智能和电子商务等。 ⑤核心业务流程信息化整合水平。考察核心业务流程信息化的

深广度 , 设定不同级别 , 根据这项指标的总体权重分给予打分 。如:初级水平 , 信息化覆盖部分主要

业务流程 , 但业务流程自身及业务流程之间的信息流通不畅 , 在主要业务流程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信

息孤岛现象;中级水平 , 信息化覆盖 80%以上的主要业务流程 , 并能基本实现及时充分的数据共享;

高级水平 , 主要业务流程全部中分实现最优控制 。⑥系统稳定性。考察系统运行故障最小化;根据系

统年故障率的高低来打分 。⑦系统可扩展性 。考察系统长期使用中增加功能和拓展规模的可适应性 ,

分为不同的等级进行打分 。⑧安全措施应用率。反映企业信息化安全水平:信息备份 , 防非法侵入和

信息安全制度与培养安全意识等措施的应用状况 。可以通过考察以上各项的应用情况进行测评。 ⑨软

硬件设备利用程度
[ 6]
。该指标主要通过当年单项信息设备及软件的使用和维护费用与当年企业管理费

用之比———信息设备及软件单项利用率的加权之和来反映 。计算公式:

Ush =∑
n

i=1

(CLi/ CG ×I i)×100%。

其中:Ush为软硬件设备利用率 , CLi为单项信息设备及软件的使用和维护费用(元), CG 代表管理费

用(元), I i 代表第 i 项利用率的权重 i=1 , …, n。

2.2.4　信息化效益与实施效果
[ 7]
　主要考察企业信息化项目实施后的效益 , 当然效益可以体现在许

多方面。在这一评价体系中 , 主要考察信息化对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结合林产工业企业的特点 , 可

选取库存资金占用率 、企业财务决算速度 、 销售收入增长率 、 提高设计制造效率和减少人员成本效率

等5项来评价信息化效益。 ①库存资金占用率 。反映企业信息化效益 , 库存占用资金与全部流动资金

之比 ———考察企业实施信息化对企业库存的贡献率。计算公式:Fs=(Fsf -F sa)/ Fsa 。其中 Fs 为库

存资金占用率 , F sf为项目实施前库存资金 , Fsa为项目实施后库存资金。 ②企业财务决算速度 。考察

企业实现一次完整的虚拟财务决算所需要的时间 。指标得分计算方法根据设计的标准打分 , 如实现

24 h以内完成决算为 100分;1 ～ 10 d之内为80分;10 ～ 20 d之内为60分;20 ～ 30 d之内为 30分 , 30

d以上为 0分。 ③销售收入增长率 。考察信息化对企业销售增长的直接贡献率 , 考察企业实施信息化

所产生的增加值占企业销售额之比 , 反映企业信息化对企业整体经济的贡献。计算公式:I sr=Isi/ I st 。

其中 , Is r表示销售收入增长率 , I si表示当年因企业实施信息化而产生的增长值 , Ist表示当年企业销售

收入总额 。④提高设计制造效率。指企业实施信息化对提高设计制造效率的贡献率 。计算方法:项目

实施前后设计制造周期/项目实施后设计制造周期。 ⑤减少人员成本效率 。考察企业实施信息化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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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员的贡献率 。计算方法:项目实施前后企业人员工资差额/项目实施后企业人员工资。

2.2.5　信息化适宜度　主要考察企业信息化在固化 、 实施 、 使用与实效方面的适宜程度。有的林产

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投入很多 , 但并不能对企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效益。可通过考察战略适宜度 、投

资适宜度 、应用适宜度 、 资源匹配适宜度和行业总体适宜度这些指标来综合分析。适宜度指标的测评

一般以定性为主 , 分为高中低几个不同等级来进行区别。 ①战略适宜度。考察企业信息化战略与企业

发展战略之间配合协调程度。 ②投资适宜度 。考察投资规模的合理性。③应用适宜度。考察管理信息

水平的合理性 , 数据库应用整合的情况 , 系统运行协调度 , 安全措施的适合性等。 ④资源匹配适宜

度。考察软硬件资源 、人力为资源 、培训和咨询费用等投资结构合理性。 ⑤行业总体适宜度 。根据行

业特点 , 结合专家和企业意见 , 对影响企业信息化实效的特殊因素进行评价和判断 , 修正和完善评价

结果 。

2.3　确定有效评价方法与客观权威的评价组织

2.3.1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价方法　目前采用的信息化评价方法主要有简单线形加权法
[ 4]
、

德尔菲法和比较分析法。这几种方法可以在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评估中综合运用。在企业信息化综合

指数的计算中 , 运用简单线形加权法进行计算得到每个企业的信息化指数分值;用德尔菲法对其中部

分指标进行定量 , 特别在评价企业信息化环境和间接效益时;而在企业与国内信息化水平较高的林产

工业信息化标杆企业的指标值或林产工业企业平均值进行比较时 , 运用比较分析法可以找到每个企业

自身的差距与不足 , 以及信息化的建设方向 。

2.3.2　客观权威的评价组织　组织也是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它的好坏将直

接影响到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的结果 , 因此 , 在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过程中必须注重组织的工作
[ 4]
。

由于林产工业企业生产与经营的专业性强 , 因此企业信息化评价应由一些专家组成专家组 , 由信息技

术 、 企业管理和林业经济等专业的专家为主 。专家组成员应该结合专家的专业特长进行合理分工 , 确

保评价的质量 , 也可以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 。接受评价任务的第三方机构 , 也应组织相应的专家

组 , 来确保评价的质量。

3　评价指标应用的初步调查结果

指标体系确定后 , 需要运用这一体系对林产工业企业进行调研 , 并进一步修正指标体系 。在此方

面我们的工作仅仅开始。

从我们对部分林产工业企业的初步调查(大多为定性了解 , 因为指数评定需要有一系列的表格填

写和数据测算工作)来看 , 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 如有的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应用几乎是一片空白 , 最

多企业内有1台电脑 , 用来上上网。当然在这些企业中 , 有一些企业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的网络宣传和

销售的意识 , 到一些网站上登记一下。这类企业主要是一些个体企业 , 如一些竹笋加工企业 , 而这些

企业的信息化指数肯定是在平均水平以下。还有一些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处在萌芽期 , 这些企业

拥有一定量的信息化设备 , 但没有较为系统化的信息系统 , 只在某些业务上运用了一些简单的系统。

有的企业在生产自动化方面引进了很多信息化产品和设备 , 但设备利用率低 , 这些企业的信息化指数

如果不以行业划分来评价 , 只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 , 但由于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普遍低下 , 如做行业

性的指标测试 , 应该可以在中等水平。在初步调查中我们还是发现有为数不多的部分企业 , 在信息化

建设上走在前面 。这些企业除了一些简单的系统和信息处理工具外 , 还运用了较为综合的业务系统 ,

这些业务系统能够实现主要业务部门的信息互联 。当然这些企业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 如系统的功能深

度不够 , 系统间数据共享与关联性还有相当的局限性;进销存中的财务流不能直接进入财务系统 , 有

的已经形成了信息孤岛 , 不利于长远发展。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林产工业企业中 , 信息化建设达到综合

信息化阶段和价值链信息化阶段 , 实现了企业(主要是内部)的综合信息化 , 并在其所属的价值链(从

采购 、供应 、生产……一直到销售和客户服务等)全面实现了信息化的 , 几乎为空白。

在个别案例中 , 我们有一定的深入调查 。如借助杭州市工业企业的信息化调查的时机 , 我们用杭

州市工业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对杭州海通木业进行了评价 , 最后结果是信息化指数 70.00分 , 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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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2的平均水平 。这家公司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 不仅通过建立自己的软件公司强化了企业内部的

IT 力量 , 而且其信息化建设能够从集团高度出发 , 建立了符合集团需要的信息系统应用 。如果参照

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指标评价体系 , 这样的企业可以成为林产工业企业信息化的标杆企业。

总之 , 通过有效的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的评估 , 积极有效地调动林产工业企业的积极性 , 使企业

的信息化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 主动了解其他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的情况 , 主动发掘适合本企业的信息

化建设方向 , 提高林产工业企业整体信息化应用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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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orestr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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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valu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of enterprises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informatization of forestry

industrial enterprises.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system to evaluate and guid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forestry industrial enterprises.On the basis of the defining the indicators system ,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of forestr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hould include five primary-level indicators , namely ,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 informatization resources ,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and running level , informatization benefits and

implementation results , informatization suitability.Finally , some primary applications of the indicators system in the

forestr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ere introduced.[Ch , 1 tab.7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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