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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關乎未來IT人飯碗的爭論：如何量化IT建設的價值？
文/帆軟數據應用研究院 李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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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呢《怎麼確定企業利潤的變化和IT建設有直接關係？》，聊了挺多 IT
的價值，說來說去，都是在推銷一個理念「IT 建設價值巨大」，那這個「大」究竟有「多大」呢？其實筆者也沒給
出確切答案，只是提供了從不同的維度和視角來衡量審視這個「大」。筆者這裡正在調研一些價值量化的思路，也希
望能和大家多多交流，這裡我做了個分解圖，大家可以從文末看到。總體來說，量化的思路就是先積累原始數據，讓
相關提出需求的部門給出他們認可的量化維度和大致的量化標準，然後根據市面上的專家意見對其進行調整，最終形
成一個企業內部可以執行的起來的量化模型。

簡單粗暴點理解的話，可以先按照這個公司的經驗來執行。

在需求評估階段，

1，在不改變業務流程和工作流程的前提下，算出節省的人力和時間，這個是可以精確到月節省工資支出的

2，不改變成本支出的前提下，算出管理人員節省的管理成本，包含物料和人力的管理，這個也是可以按照月工資/月
工作小時來精確的，

我們主要做公司內部的業務開發，所以從節約上考慮，節省金額必須寫進需求文檔里的，否則不開發。

對，我們 IT 人，就要開始這麼牛氣起來！（呵呵，內心是這樣想的~）

[color=#0000ff][b]1. 要積累數據[/b][/color]

一場關乎未來IT人飯碗的爭論：如何量化IT建設的價值？

企業做量化分析，很重要的一環就是企業[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大數據分析[/url]。那麼筆者建議，我們
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積累數據。這裡建議的「積累數據」並不是說要求企業一定要有這樣那樣的現成數據才能啟動和量
化，而是我們要爭取在後期 IT
系統運維的過程中，來達到這種用數據[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資料分析[/url]和對比說話的狀態。

那麼我們都需要哪些數據呢？簡單來說，主要需要的是 IT 系統上線前和上線後的數據。這裡面筆者詳細說一下這些
數據具體是什麼，以及如何採集和利用，以方便大家在實際操作中可以用起來。

[b]1.1 要有IT系統上線前的數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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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需要哪些數據

我們一般需要哪些數據呢？筆者大致將其分兩類，一類是企業內部管理流程效率數據，一類是企業外部綜合評價數據
。

企業內部管理效率數據是指方便用時間和資金來衡量的企業管理流程效率數據。這裡的關鍵在於「方便衡量」。這裡
舉幾個例子來說說哪些數據符合這些要求，以及什麼是「方便衡量」。

以周報和月報來說，企業至少有兩種場景下會用到。第一種，是領導在辦公室或者手機上及時查看；第二種，是管理
層的經營管理會議上使用。那麼第一種主要是領導個人決策，下面彙報。第二種主要就是群策群力、通過會議來發現
生產、經營中的問題，解決問題。

這裡面一個重要的「方便衡量」的數據就是周報和月報的生成時間。比如月報，是每個月的1號就能出來上個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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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每個月10號甚至15號才能出來上個月月報？自家企業對這個月報延後的容忍度是多少？在多大的IT建設投入
下，企業願意將月報及時度提高到每月3號？

這些問題，先從自家企業了解清楚，數據擺出來自然就會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援。

同樣類似例子，一個分公司或者子部門，出現了業務問題，多久能夠反饋到領導層，這個流程效率也是「方便衡量」
的。在一些生產企業，進出原料，審批流程的執行時間，這些也是「方便衡量」的。

在這些流程效率的改善價值上，我們或許不必給領導過多分析彙報效率提高的價值，領導心中自有賬本。我們可以嘗
試將這些數據落實到IT項目報告中，並得到相關領導的確認即可。

第二類，說的是企業外部綜合評價數據。這裡重點指得是我們的客戶反饋、用戶反饋、競爭對比等方面的數據。比如
通過IT系統建設，客戶體驗提升了多少，為多少訂單提供了支援服務，用戶投訴量下降了多少，及時獲得哪些競爭對
比數據用於改善了自己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甚至通過系統避免了多好訂單的損失。這部分數據，主要是需要IT主管和
業務主管，共同合作來完成。

上面所說的這些數據，很多都是儲存在企業的Excel檔案中或者歷年的工作彙報中，有些 IT
建設和維護較好的企業，甚至在資料庫中可以直接提取到。

1.1.2 沒數據我們也要「造數據」

那麼，如果企業導入IT系統前，很難找到上面這些數據怎麼辦？解決辦法是：我們自己「造」。自己「造」數據，肯
定不少人都犯難了，甚至很排斥，怎麼可以「作假」呢？其實，這不是作假，而其實合理的量化手段。筆者從四個步
驟和大家講一講。

第一步，我們就要確定「造」哪些數據。前面有提到兩大類數據：企業內部管理流程效率數據和企業外部綜合評價數
據。筆者建議，我們重點從企業內部管理流程效率數據入手，先搞定這些數據。因為這些數據相比企業外部數據更客
觀、更方便採集、更容易獲得公認，這樣也就方便我們啟動和執行量化工作。

第二步，我們怎麼「造」數據。前面剛說了，咱們重點是放在企業內部管理流程效率數據。其實這些數據，在企業內
部是真實存在的，只是很多時候，都是停留在每個員工個體的腦海里和一些直接主管人員的工作彙報里。我們要做的
，就是先擬定需要採集的數據項，並初步給出「數據」。

比如說：物料進出的平均審批時間 A 小時；某一個級別的領導每天處理某事物的平均時間是 3
小時；某部門和子公司平均每次處理某問題（比如客戶投訴）需要100小時和10萬元財務損失。

這些數據，我們先「造」出來第一版，然後到不同的業務人員和部門去溝通調研、核對調整，階段性目標是通過這個
初版調研，找到能夠給出相對準確的數據的人，找到能夠最終審批數據的人。最終目標是形成一個大家公認的效率數
據標準。

第三步，誰來真正地「造」數據。第二步里，我們已經初步的「亂編」了初版數據，第三步這裡就是真正的「造」合
理的數據了。筆者建議，是 IT 部門推動業務部門調整我們之前的初版數據，然後儘可能的給出每個數據項的明確數
據，或者給出每個數據項的2~3個參考的數據檔。比如我們無法確定物料的平均審批時間的話，那麼我們起碼可以確
定類似2小時和4小時兩個選項，交給真正的審批人員來最終核定數據的合理性。

第四步，誰來審批「造的數據」的合理性。坦白來說，這一步，走起來或許會不容易。筆者建議這裡由 IT
部門主管去主動推動，IT
部門主管主要的溝通對象就是某個業務部門主管，先從單個業務部門探索嘗試。其實這一步，主要是業務部門和 IT 
部門的利益平衡。如果業務部門說這個、那個數據不認可，那麼IT部門就有理由和底氣說，這塊工作向後排，其他工
作排在前面來。（其實內心戲，都懂得。就是業務領導不認可某塊的IT建設話，IT部門就無限期延後這塊，有限滿足
其他需求。）

[b]1.2 要有IT系統上線後的數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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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需要哪些數據

我們一般需要哪些數據呢？筆者大致將其分兩類，一類是企業內部管理流程效率數據，一類是企業外部綜合評價數據
。

IT系統上線後，需要的也是前面兩大塊數據：企業內部管理流程效率數據和企業外部綜合評價數據。這裡要注意兩點
，第一點，是內部管理流程效率數據，要在 IT 系統設計之初就考慮如何採集，同時最好提供[url=http://www.finerepo
rt.com/tw/]資料視覺化[/url]的界面直接生成效率數據對比報告；第二點，是要重點搜集企業外部綜合評價數據，或者
就是企業案例故事。

針對企業案例故事，單獨聊一下。舉個例子，江汽物流公司，通過流程監控，IT系統及時發現GPS異常事故，並在
IT 部門的方案下妥善解決了這個問題，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效率顯著提高，業務人員和主管領導看得見的成果。
再舉個栗子，眉州東坡通過分析不同規模的店面的盈利能力，最終分析出來開中小店面盈利能力最好，一個報告交給
董事會，直接改變了這些發家創始人的認知，新開店面大店改中小店後，企業財務報表董事層面清楚看得見。

1.2.2 數據要精確到什麼粒度

既然要採集這些數據，那麼數據具體要精確到什麼程度呢？這裡筆者給一下建議，有兩個原則：一是採集粒度不低於
IT 系統上線前；二是跟錢掛鉤的數據粒度要高於 IT 系統上線前1~2個水平。

比如，IT 系統建設之前能精確到事故處理費用為2.3萬元，精確到千元。那麼IT系統建設後，事故處理平均費用就得
精確顯示為1.47萬元，甚至是1.473萬元。IT系統建設前每天審批需要3小時，上線後的處理時間至少要精確表示為1
小時。

1.2.3 如何分階段定性、定量統計數據

IT系統上線後，真正分析和挖掘其價值，在於持續的運維與更新。我們分析IT建設的價值也是如此，要不斷的進行分
析的方式方法調整。筆者建議統計數據主要分兩類，一類是前面主要說的定量分析，另一類就是主觀上的定性分析。
比如。IT 建設的價值需要客戶、用戶、業務部門給出主管反饋。這些反饋就是定性的評價，通過這些定性的評價，
可以積極推動IT建設的持續進行，不斷地把IT部門的資源和精力集中在企業最需要、公司價值最大化的地方。

[color=#0000ff][b]2. 需要解讀數據對比的邏輯和方案[/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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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系統上線前和上線後，積累了合適的數據。接下來就是進行合理、適當的解讀。那麼誰來解讀、解讀什麼、怎麼
解讀等問題就迎面而來了。筆者建議，是 IT
部門來解讀。當然，這個解讀報告是從低到高，從部分到整體不斷匯聚而來的。也就是說，需要 IT部門的每個模塊
的負責人分別對接不同的業務部門的相關人員，先解讀每個子模塊的數據對比分析，然後再逐級匯總，形成一個整體
的報告。

具體要解讀哪些內容，其實前面已經提到，主要是企業管理流程在哪些方面都有了提升力，具體提升了多少，這些提
升對企業具體有哪些價值。

至於怎麼解讀，總體來說：結論先行，以上統下。就是說，先說觀點和結論，然後用幾個實例和幾張[url=http://www.
finereport.com/tw/]數據分析[/url]對比報表來證明觀點和結論。這點有一本書《金字塔原理》推薦大家來閱讀。

另外，建議IT部門主動承擔解讀分析工作。也就是說，IT 部門主動和業務部門溝通和採集解讀的數據和業務邏輯，
主動撰寫工作彙報，最後主動彙報分析報告。同時，也就意味著要主動承擔 IT項目建設的責任。

[color=#0000ff][b]3. 需要核心部門、人員審核確認解讀邏輯和方案[/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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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解讀方案草擬出來後，誰來審核方案，審核哪些內容，怎麼審核，這些問題要考慮，但一般企業都自有審核流
程來完成，起碼之前的月報彙報體系就可以完成這種審核。筆者建議IT部門多主動配合審核，比如直接安排專人對接
審核，提供材料、保持溝通；比如成立專門的3人左右小組，對審核跟進配合工作負責，儘可能由這個小組來完成所
有配合工作，而不影響IT部門的其他工作。

[color=#0000ff][b]4. 需要部門、人員監督執行 IT 項目規劃的實施，確保業務部門有效執行[/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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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核心部門審批通過的數據解讀方案，如何真正落地有效執行呢？筆者建議相應的監督部門來進行監督工作。具體
監督哪些內容，需要 IT 部門和業務部門共同制定，但IT 部門主導牽頭，同時要有關鍵
IT建設階段目標作為其中的監控點。

到這一步，其實特別要注意溝通。雖然我們已經做好可解讀方案和監督方案，但整個方案並不一定每個執行的員工都
清楚，甚至有些會因為增加個人工作量而拒絕執行。IT部門要主動起來，勤於溝通，勤於核對數據採集和業務執行的
關鍵動作。因為，在 IT 項目建設初期，業務部門的相關執行人員並不一定能夠從中獲益，很可能產生抵觸情緒，導
致數據採集不到位，或者相關操作流程不到位，最終導致部門流程不走系統，IT 系統形同虛設。IT
部門在系統建設前期，主動承擔起來責任，有利於IT項目真正有效落地。

其實，筆者和很多企業IT主管聊起來，也知道他們吃力的地方。上文的建議，有些或許對你也很吃力。不過呢，IT 
建設，我們不上誰上呢？我們不主動誰主動呢？在有價值的項目真正起效果之前，業務部門在企業中的地位依然是超
然的。

侃侃而談數千言，其實也是筆者積累的一點經驗和草率的建議。畢竟沒有當面溝通，沒有實地去調研你的企業，確實
不好出來特別有效的對策。筆者自身也是在IT諮詢公司從事企業管理研究，缺少實際進行業務管理和 IT 系統建設的
經驗，所謂心得體會也多來自和不同企業人員的調研走訪。如果有疏漏或者錯誤，歡迎留言，我們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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