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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survey the most commonly definitions of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ng 

and s ral management models．then introduce a computer based system and interrelated technology to 

execute BPR 

Keywords BPR t Reengineering．CPE 

业务流程重组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mg， 

Bt R)近几年来在管理领域较为热门，它是管理理论发 

展的最新阶段 。由于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信息 

技 术对企业的活动 以及思维模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 

响．原有的管理理论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于是 

BPR理论便应运而生 丁。这 一理论最早由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 Michael Hammer教授于】990年提 出。他认 

为 BPR是对企业过程 中的棱心流程进行根车的重 思 

考和彻底的重设计 ，以实现企业的各项关键性能<如成 

车、质量、服务和速度等)同时莸得极大的改善[1]。BPR 

具有鲜明的变革性 ，它不是面向功能或组织的．而是面 

向流程的彻底变革 ；而且它是项蜘底的 再生工程”，强 

调改革的1坷底性 ，要抛弃旧有的管理规范、制度和原 

则 ，对企业过程进行彻底的重设计。随着从事这一领域 

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的不断增加，BPR理论也得到了逐 

步发展和完善 近来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信 息 

技术的日益广泛利用，人们开始在计算机领域探索实 

现 BPR技术的方法。本文首先舟绍 BPR的一般模型 

以及它的实现框架，然后分析如何利用现有的计算机 

技术培 BPR理论 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 

一

、业务流程重组的模型 

影响业务流程重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诸 如 

经济、社会、文化、̂ 口、环境 、政治、法律等因素以及技 

术和竞争力量 ，不同的专家和学者针对不同的因素定 

义了业务流程重组的不周模型，如下舟绍几十典型的 

模型- ： 

·Porter’s模型( 圉11：该模型由Michael Porter 

于1980年提 出 主要从产业竞争力量方面考虑 ，将影响 

组织结构的因素分为五层 ，包括现有机构闻存在的竞 

争、与原材料供应商韵价格投衡、与购买者的竹格权 

衡 ．未来新的参加竞争者所构战的威胁、取代产品或服 

务所构成的威胁．这五十因素对组织结构存在外部影 

响．其中后四个因素对第一个因索 产生影响，所以在 

对 一个组织 的结构作决定之前必须慎重考虑 以上几十 

因素 

l 潜在的 l 
l新的参加竞争者 l 

新的参加竞争者 
的赡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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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Leavitt’s模 型 f见 圉2)：该模 型 由 Leavitt于 

1965年提 出．主要从影响组织结构的内部因素方面考 

虑 ，指出任务、人员 ，技术和结构是组织的主要组成 部 

分 ，任何 一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其它三十部分，四者 

之间通过相互的联 秉衬制约来维持整十组织的结构。 

图 2 

·Scott Morton和 John Rocket’s模型 ：该横型是 

~：ott Morton和John Rocketl耐Laav[tt s模型的修 

改 ，于】988年提 出．它将任务用策略取代 ．还增加了整 

十流程的按心——管理流程。它位于钻石型模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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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过自身的调整来维持整十组织。与前 

比-该模型无疑是更全面的 

模型相 模型，不难看出几个模型之间有很大的联系 

·M／T90模型(见圈3)：该模型是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的 Morton于1991年提 出的-它将 影响组织结构 的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锗台起来 其中的虚线框代表组 

织的边界 ，其外部是诸如技术 、社会经济等 的外都环 

境．其内部是组织结构。在该模型中还首次提出了组织 

文化 如结构 、管理流程和人员等)的存在和重要性 

图 3 

-Hammer’s模型(见图4)：该模 型由 Ha1211met于 

1993年提出．主要 介绍了一种能指导组织进行业务流 

程重组的框架 。内部固素(如能力的评估等)和外部固 

素(如客户需要、竞争者的行动、技术和环境因素等)影 

响着组织的策略 ，而反过来策略 叉决定着企业流程的 

设计；企业流程叉通过挟策者与工作 人员、组织结构、 

管理和评价系统、基础下部组织等的相互作用来决定 

组织的内部能力。 

以上介绍的几十模型在 BPR领域都是较为流行 

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影响企业流程的主要因 

素。但是从 ]Porter’s模型刭 Mrr模型再到 Ham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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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s模型与 Hammer’5模型。前者 的 购买 

者 因素决定了后者的“顾客需要”．而前者的其余四十 

因素又是后者的 竞争者活动”的关键。但后者的。技术 

和环境因素”以及 内部能力的评估”在前者中并没有 

明显的指出。 

-MIT模型与 Hammer’8模型。MIT模型是 Ham— 

rl2
．er’s模型的内部能力的另～种表现方式 但 MIT模 

型没有反映在 Hammer’s模型中所体现的企业内部能 

力间的因果关系；而且 MIT模型中将 技术 视为内部 

因素 -而 在 Hammer’s模型中企业内部能力并 没有明 

显包含该因素。实际上9o年代的企业具有时代特性．其 

企业 目标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用户的不同需要而改 

变 ，MIT模型 恰恰代表 了这种主至未 确定主旋 雄的企 

业。但是一旦企业确定了战略目标，MIT模型就不能 

很好地指导该企业流程的建模．而 Hammer’s模型却 

完全可以胜任。我们可以将 Hammer s模型看作是企 

业在90年代 的特定情况 ：技术是 关系剽企业流程的隐 

性因素；变化和重组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二、业务流程重组的实现框架 

研究业务流程重组理论的一十重要 目标就是实现 

组织变革，使企业组织由传统科层制的“机械 组织”向 

自我管理的 有机组织 转变。最大限度地适应以 顾 

客，竞争和变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经营环 境。但是 以 

上所介绍的如 Hammer’s模型集中讨论的是影响组织 

的各十因素 间的相瓦作用 ，而不是如何通过该 因素改 

进组织。所以我 j需要一十支持组织发展的框架 ，该框 

架提供了发展一十组织所需采取的备十步骤，详细介 

绍了每个步骤 的后继步骤和步骤间的相互作 用，能够 

指导一个组鳃 的发展。下面，卜绍的一个实现框架是建 

立在 Hammer’5模型的基础上 ，其步骤如图5所示“】。 

1．了解企业 ：在该框架中 ，组织披看作是环境的一 

个子集．首先它从环境中接受投入 ．然后创造出有价值 

的产出；但作为环境 的一部分它叉可以反过来影响环 

境。所以为了能在环境中得到发展 ，对该企业的了解是 

十分重要的。了解企业主要是 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它 

需要认真分析对组织产生影响的有竞争力的因素，检 

查组织的现状 (如原材料结构 、性能、价值和信仰等) 

从而使组织各成员对自主的新使命、价值观和远景等 

选成共识。在分析企业所面唾缶的竞争阶段 ，上面介绍的 

Porter’s模型可以用来作为指导模型 ．而且 ．对本企业 

所拥有 的特殊技术需特别注意，因为它们往往皱视为 

企业将来发展的基础。 

2．(a)制定战略 企业的战略是至关重要的，为企 

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作出决定之前 ，我们必须认真 

分析并预测外部竞争环境的发展趋势，正确评价企业 

的实力和缺点。一个对企业有价值的战略还需要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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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革新和创造性思维。(b)制定企业流程 ：BPR的一 何实施该流程 。即决定该流程的领导者 ．该流程的 目标 

个重要特点是面向流程 ，它着眼于一个或几个基本流 以及随程的性能i封量标准等 。领导者是企业 流程的负 

程．以使每一步都能获得价值增值。所以企业流程的制 责人。他们必颓建立起能够执行战略和计划的组织结 

定是关键性的一步 ，它决定了为企业流程服务的组织 构，设计出各种制度，培育出该企业所特有的优 良作 

的结构 制定策略和企业流程可 同时并行地展开。 风 培养出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现和整体协作意识 ；此 

3．企业流程实施计划 ：一旦企业的策略和流程决 外他们还须具备良好的心态 ．既要认清困难 ．又要有必 

定下来．企业的远景便明确了．紧接着我们可 计划如 胜的信念。 

r 一 ⋯ == == = =： = 二 == = = == = 二 二 = = = = == == == = 一、 

： 组甥 ： L
⋯ ⋯ ⋯ ⋯ ⋯ ⋯ ⋯ ⋯ 一  

：： J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当企业流程的计划制定后便可 以开始实施了 ．这 

牵涉到企业流程的管理 。在流程的管理过程中，应报据 

具体的流程来决定信息系统 、组织结构、管理和报酬体 

系、价值现和信念以厦工作的定义等。 

4 评估汽程的性能 ：根据该流程所带来的企业关 

键性能指标的改善程度 。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企业 

流程．或采取业务汽程重组 ，对企业的汽程作根本性的 

思考和彻底重建。如果决定继续实施该流程 。则应改进 

该流程，努力提高流程的“质量 。 

在以上所介绍的框架中．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或 

诙流程已取得预定的 目标，或计划 中发现某些漏洞 。或 

仅仅是因为一段时间的同隔 ．诙企业流程的实施计划 

就应作相应的修改 ．然后领导者就应根据修改后 的目 

标 战略和铡量标准来管理企业流程 ．不仅计划需要修 

改，有时需对企业流程进行重新定义。甚至是对企业进 

行重新了饵 。所 上面介绍的企业发展的各十步骤并 

不会终止。它是一个循环反复的永丸过程。下面通过一 

图5 

个 IBM 信贷公司的应用实例来加{鼙对该框架的理饵。 

IBM 信贷公司是为 IBM 公司的计算机 、软件销售 

和服务提供金融支持的企业 。面临激烈的外部竞争 ．诙 

公司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 ．在第一时间内给客户提供 

所需的服 务是 增强企业竞 争力的决定 困素 (了饵企 

业 )．所 以决定提高工作效率 。加快对事件的反应遗度 

(制定战略)。其传统的流程如下 ：悄售人员通过 电话请 

求资金支持 ，电话 由专人记录。并 将之 交给信用评级 

部 ，再转给营业部修改贷款协议 。然后由信贷员确定利 

率 ，最后由工作组制定报价单，之后再交给销售员t整 

个汽程要花费7天。有两种改造方案：一是运用计算机 

技术，将有关信贷的五十相关部门连同．而原程序不 

变 ；二是取消专职办事员．由通职办事员对整个过程 负 

责 ，这样就无需信息传递(制定企业流程 )。实施第一方 

案后．只降低 了1O 的文件传递时问。并不能有效地改 

善反应速度 ，不能从根车上真正饵决问题(评估流程的 

性能)。决定采取第二方案．进行业务流程重组。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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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二种方案后 ，企业的运作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处理时间由7天降低为4天，BPR技术得到了台理的应 

用 。 

三、BPR的支撑技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计 算机逐步应用 

于各个不同的领域 ．并日益发挥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在 

BPR领域 ．计算 机技术 也 同样 得 到了 广堙应 用 ，给 

BPR理论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技术 ，以下的篇幅中将详 

细介绍 。 

目前 BPR理论虽然已经被广大企业所接受 ．但是 

由于 BPR还只停留在描述性的理论阶段 ，现夸仍没有 
一 种具体模 型来将 BPR理论与企业的具体应用环境 

相结合 。众所周知 ．理论只有被运用于实际 ，才能真正 

发挥其作用．所 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开发支持 BPR 

实施的工具和模型 

一

十全面支持业务流程重组的工具包必须包括具 

有以下功能的工具0】： 
·规划业务流程重组方案 ：协助规划出在贯彻实施 

一 十 BPR方案的策略 。 
·分析组织实体 ：当一个组织 的权利机构由于某一 

具体 BPR方案发生变化，工具能及时作出修补。当权 

利机构决定增加或删瞒一个机构时，工具能显示出这 

种改变可能引起的变化，便提示变化可能发生的方式 

和地点和由该变化引起的成本变化。 
-建模分析 ：建模功能主要体现在能对现存的流程 

进行建模并显示 出流程 闻的相互关系，用户能够在该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模 型分解和模型完善；分析功能则 

体现在用户能进行假设分析后再创建 出新模型 
·估算活动的成本 ：能从资源和时间的角度估算流 

程中每个活 动的成本 ，井能累计所有的成本 以估算出 
一 个盘业的成本额 。当系统中输入资源信息后 ，对于模 

型的任一改变该工具都能显示出相应的成本变化 

-图形化的仿真建模：为假设分析提供将 来的图形 

化摸型，方便用户掌握可能发生的变化。 
-基准分析：通过分析同一领域的其它企业的流程 

模型 ，给本企业的流程重组方案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 

以上的实现 BPR的工具包 目前尚停留在尝试阶 

段 ．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支持 BPR理论 部分实现的 

工具 ，如 Raprid Re，主要是支持业 务流程重组计划的 

制定 ；Process Charter For Windows，能生成具有智能 

特点 的流程围 ，并能运行模拟仿真 ；External+BPR， 

主要是 进 行 仿 真 ；Oracle Process Modeler 1 0 F0r 

Windows，支 持 业 务 流 程 重 组 模 型 的 建 立，并 与 

Oracle s CDE2 Products紧密结合 ，还运用 了Case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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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 术对 BPR实现 的支撑还体现在信息技 

术(IT)和过程建模上 。． 

1． 信息技术 (IT) 

BPR着眼于过程 ，简化原来需要经过多十部『1的 

复杂信息流程，消除由此产生的失误 延迟和返工，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和工作效果。信息技术(IT)作为一 

种有效的工具，不但 可以在企业流程的 重组上作 为一 

种强有力的 通手段 ，促使流程简化和高速化 ，而且还 

可以在一些计划、调度、协调方面引入定量分析和仿真 

方法 ．使新流程建立在科学化管理方法上。随着国际互 

连 网(Intetnet) 企业 内 部网 (Intranet)和 电子 商务 

(Electronic Business)的发展 ，信息技术正广泛而深入 

地介入我们 的生活 ，如 何合理 应用 信息技 术便成为 

BPR实现的 一个关键 问题。答案 虽然不是唯 一的，但 

最有说服力的便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建立一个企业的 

信息系统 ，能给用户随时提供大量信息，一般由通信网 

络 计算机 、效据库与 日常设备以及人员组成的无缝网 

络 ‘ 

2过程建模 

以往的企业模型都是建立在传统盼线形封闭的企 

业流程基础 上的，主要定义了各个不同职能部门的活 

动和 目标 。但基于 BPR理论以及现代管理 思想．企业 

模型应该建立在面向过程的基础上 ，即过程建模。它通 

过定义主要的业务活动并将他们分解为相美联的子活 

动来定义企业流程结构 ．无论对企业的组织管理还是 

对企业信息系统的开发都具有重要的全局性的指导意 

义 。 

过程建模的概念的引入 ，就要求我们提供一个以 

过程为中心的开发环境(CPE)．支持过程建模 。虽然在 

以往的企业管理 中也不同程度地应用了某些计算机系 

统 ，但都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过程或活动．因而不可避 

免具有局限性。现在需要对盘业的整个业务流程进行 

过程建模 ．需要提供一个系统环境 。建立在这个环境上 

的过程模型具有灵l活性，一个或多个子过程发生变化， 

系统环境便可以在其余的子过程 中间传递这种变化 ， 

从而指导过程作出相应的协调措施，维持整个模型。 

现今，BPR从意 识到计划再 到实施的 三个阶段 

中 ，过程建模主要需实现以下三个功能 ： 
-代表企业 为了实现 IT策略和企业战略的紧密 

结合 ，必须为所支持的企业流程建模 ，该过程模型是企 

业流程的代表。 

叶 表企业系统与信息系统的接口：为了使一系列 

软件工具一体化，以便支持企业流程，我啊1需要一个流 

程控制体系 。选是一种观念上的框架．即如何使几个业 

务流程片段协调一致地结台在一起 。该过程模型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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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①嵌套树 的韧始节点为上；②对 l≤i≤k，将 尸．沿 

着最长匹配路径插入到嵌套树中。 

由上可知，F 的发现可通过寻找支持度(support) 

超过闻值的嵌套路径来完成。此外，在数据集中并不出 

现中间节点的标识 ，使得所有且有标记序列 ， ，， ，⋯ ． 

， 井中止在同一节点的嵌套路径都表示相 同的1一数据 

集 ，因此一个交易数据有可能对某些l一数据集 的支持 

度超过 1，选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关系型数据的关联规则 

发现中，一个交易数据对某个数据集的支持度不超过1 

的情况。在完成对 F-的计算后，就可对所有 (k> 

2)进行计算，即 由 Pt⋯尸．_】和 尸1⋯PJ一 Pj构造 P ⋯ 

PJ P 一】P·。 

在发现所有高频数据集后，将消除所有非最大的 

高频攘式 ，因为这些非最大的高频模式所表达的信息 

同样也包含在最大的高频模式中．需要注意的是，无论 

t< ，嚣t>J，一个 卜数据集都可能使 J一数据集成为非最 

大 的高 频数据集 例如 ．3一高频 数据 集 {11；&-ot，12： 

)l一12；＆02}使2一高频数据集 {12：＆01，12：＆D2}成为 

非最大的高频数据 集。若 f(&J1)一{l0：{11：b．ol，12： 

b．ol}，12 ＆02}，2-高频数据集{l0；&Jl，12：蹦2}使3一 

高额数据集 {10：{10(11{&ol，12 ＆o1}}，11： 2}。由 

此可知，消除非最大高额数据集的任务只能在所有高 

频数据集都被发现后才能进行。 

结束语 本文针对 www 上的半结构化数据 的 

抽取及相应的模式知识发现进行 了研究。随着信息化 

程度的日益提高 ．这类形式的数据将越来越 丰富，因此 

对它的研究也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今后我们将在上 

述工作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如将机器学习方法引 

入到用于数据抽取 的 tag信息 自动识别中，以减少对 

人的依赖性 。此外，我们还将研究基于聚类方法的半结 

构化数据 中的知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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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系统与信息系统的接 口代表 。 
·描述员工之间的合作关系：由于汽程往往是一个 

协同过程 ，我们需要 为相互合作的工作组提供支持。该 

过程的摸型主要描述员工的合作关系。 

相信随着 BPR理论的完善，过程建模在 BPR领 

域会得到更好的应用 。 

结束语 在竞争 日益激烈的今天 ，如何提高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使 中国企业透步走 向世界是当代 中国 

企业所面临 的难题 。西方管理者提出的业务液程重组 

实际上是要使企业各十环节的组合能更好地适应市场 

日趋向买方倾斜的竞争要求，增强企业整体的运行效 

率。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技术和现代计算机技术将发挥 

巨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台 

·5Z· 

理应用于 BPR领域 ，努力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为 

中国民族工业的腾飞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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