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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过程风险分析及其智能化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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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信息化项目低成功率的现状，分析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选择、体制改造、建设效益和系统

整合等各种建设风险，探讨智能化管理方法在信息化建设过程风险防范中的应用途径，通过使用智能化策略生成、

智能化风险评估和智能辅助决策与修正等方法，增强识别、分析和处理信息化建设过程系统中风险因素的能力。该

研究可为促进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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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low success rate of the informatization project. Analyzes the risk of construction includes 
technical choice, institutional reform, building efficiency and building system integration. Research the way that using 
intelligent management to prevent the risk of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informatization process. It improves the ability to find, 
analyzes and deal with the risk of the construction by the way of that using intelligent methods to create decision, eval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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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美国咨询公司 Standish Group 对《财富》500
强企业的信息化项目进行的连续 6 年的调查数据显

示：只有 26%的信息化项目完全成功，而 28%的项

目完全失败，其余 46%的项目则超过了预算或工期。

有着完善的组织结构、决策体系和庞大的智囊团队

的世界 500 强企业，在进行信息化项目建设时尚且

只有 26%的成功率[1]。这一事实警示我们：信息化

建设中，必须加强风险管理的意识。因此，笔者对

智能化的信息化建设过程风险管理方法进行研究。 

1  信息化建设的过程管理 

自美国提出信息化建设以来，各国都展开了对

信息化建设的研究和规划，我国信息化建设起步较

晚，虽然进展神速，但要全面实现信息化社会，还

是路途遥远，任务艰巨。  
由于信息化建设目标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是一个随着技术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得清晰同时又

不断调整的目标体系，根据马尔科夫理论 [2]，很多

社会形态的发展具有无后效性、动态性和随机性的

特点，因此，信息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宏观的、

抽象，会出现提前实现或推迟、落空等结果。现代

管理研究认为，战略管理是一个过程，战略是动态

的，是一点一滴形成的，管理者是在不断地寻找改

善方式并在不断地改造创新中前行的 [3]，就象数学

中的微分函数一样，在总目标一定的情况下，实现

过程中无限微分，每个微分过程都要进行现状分析、

决策、实施、反馈、再决策（改进）这样一个闭环

的过程。因此，战略目标固然重要，但有了顶层设

计之后，却必须从基础过程抓起，研究在信息建设

过程中如何管理、如何创新。这就是信息化建设的

过程管理。 

2  信息化建设过程风险分析 
信息化发展战略是最高决策层站在国家建设中

远期规划的角度，瞄准未来的发展需求而对信息化

的战略目标、发展规划进行的顶层设计，具有宏观

性、方向性的特点。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从纵向上看它是由无限多个连续的发展阶段

积分而成的，在每一个微分阶段都有当时的建设环

境、具体目标等具体情况，因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从横向上看，信息化建设可分解成多个领域

的多个具体的信息化建设项目，每一个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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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每一个项目的环境和特点。因此，加强信息化

建设中的风险意识，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除了在

进行顶层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信息化建设的风险因素

外，还必须在信息化建设实施过程中加强风险分析

和管理，以促进信息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信息化建设过程系统中，应注意以下几种建

设风险的防范： 
1) 技术发展方向选择的风险。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动力，

也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因素。在信息化建设中，

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信息化建设的根

本推动力。从 IBM 外包 DOS 操作系统到苹果只关

注性能领先而轻视用户体验，从王安公司的顽固坚

守到日本对智能机器人过于乐观的发展预测，都诠

释着选择技术发展方向失误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信

息化建设过程中，在硬件和软件系统中必须充分考

虑到兼容性、扩展性、稳定性、先进性、安全性等

各方面的因素，如果选择失误，会造成经济损失和

时间浪费。 
2) 体制改造的风险。新旧体制的对立和斗争一

直是人类社会制度变革发展史的主题，也一直贯穿

于整个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在这个斗争和发展的过

程中，一是旧体制或习惯势力对创新体制的阻挠。

旧体制是过去先进体制的继承，不会主动退出历史

舞台，新体制是探索的产物，没有长期的实践检验，

谁也无法证明它就是先进的社会体制，因此，这种

新旧体制的交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不是线性直行

的，是在不断的扬弃中升华和锻造的。二是创新体

制能否适应新形势的风险。适应信息化建设提出一

种新的管理体制，在信息技术环境动态发展的过程

中，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有效地巩固和提高战斗力，

也是一个不断反馈、改进的过程。因此，体制革新

也是信息建设过程系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因素。 
3) 效益风险。信息化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战斗

力，如果建设过程对效益考虑不够，建设速度和质

量与外国相比不进则退，也是一种失败。加强过程

的风险管理，一定要注重成本效益的分析和评估。 
4) 集成的风险，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是

各种子因素、子系统的集成化、一体化、系统化。

信息化建设成功与否，它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集

成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有 2 个单位进行信

息化建设，经过建设和发展后综合战斗力是达到取

大值 max(A,B)，还是成为 A+B，或是 A×B，最终

的结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信息化建设的集

成度如何，也是信息化建设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

面。 

3  信息化建设过程风险管理 

信息化建设过程系统中的风险防范，应该着眼

于系统的积分式过程，体现动态发展性、技术先进

性、过程复杂性等特点，从思想观念、体制编制、

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等方面进行风险的识别、分析

和防范： 
1) 更新观念，树立风险意识。信息化建设是信

息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结合，每一个信息化建设

项目，都将是机遇与挑战同在，收益与风险并存。

只有对信息化建设风险提高认识，保持警惕，并根

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科学决

策、精心组织、强化管理，才能保证信息化建设又

好又快地向前发展。2) 更新体制，设立首席信息官

和信息风险评估机构。提高对信息化风险的认识不

仅应该体现在思想理念上，更要体现在体制编制上，

应该研究和建立首席信息官（CIO）制度和信息化

风险评估机构。培养专业化信息领导，提供数字化

的信息风险决策支持。3) 创新管理模式，实现动态

反馈修正的快速战略决策。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工作

目标的不可靠性和工作计划的动态变化性，因此，

在信息时代，应该研究和应用信息支持下的快速战

略决策，战略决策不是一成不变的，比传统战略决

策的生命周期更短，将在大方向下的指导下随着环

境的变化随时进行修正和改进。4) 更新过程管理方

法，全面推动智能化辅助决策的方法。智能化的管

理方法是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在信息技术的支持

下，管理方法将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转入智能管

理，智能管理将真正进入应用阶段，在信息智能采

集、信息融合、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策略智能生

成、策略优选等智能方法的支撑下，全面提高决策

的科学性、快速性，从而最大程度的减少因为决策

迟缓、决策信息缺失和决策受主观偏好影响过大等

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4]。 

4  智能化的信息化建设过程风险管理 
加强信息化建设的过程系统风险防范，应当全

面推动智能化的管理方法，以智能化的管理方法来

提高风险防范的科学性和快速性。  

4.1  智能生成风险防范策略 

策略的生成是决策的前提，只有 2 个及 2 个以

上备选策略时，才需要决策者进行决策。如何客观、

全面地在当前情报背景下发现所有的可用策略，是

决策研究方向的一个难题。        （下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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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化作战平台结构框图 

4.4  新型作战平台的研制与开发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太空领域，发展天基作战平台系

统成为关注的焦点。天基作战平台不仅能够跨越地

域的限制，而且能够实时、全天候的对全球实施监

控，并能够实时作出决策，对敌方目标实施打击；

基于天基作战平台还可以实现对敌方卫星系统的干

扰和摧毁，使其信息系统瘫痪，从而掌握战争的主

动权。美国正在加紧研制基于天基作战平台的激光

武器，以确保其太空霸主的地位。 
另外，随着新军事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信息

技术在全球普遍推广，一种涵盖国家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领域总体战略力量，包

容战争行动和非战争行动、适用于战略、战役、战

术各个层面的作战平台—网络中心作战平台应运而

生，不仅将传统的作战平台虚拟化，更是将作战平

台无限扩展，打破了战场空间与非战场空间的界限，

泛化了战争的概念。网络中心作战平台的诞生，简

化了全球战略的部署，能够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

随时变更网络作战平台的中心，以解决复杂多变的

世界局势和地区冲突，这也是美国正在全力打造的

全球战略。 

5  总结 
信息化军事变革是摆在我党、我军面前一项亟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军必须认清当前形式，正确

面对差距，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军事变革之

路，坚持借鉴国外现有技术与自主创新同步，逐渐

实现武器装备与作战平台的信息化，最终建立完善

的信息化作战体系，为实现我军机械化与信息化同

步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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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有 3 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一是利用数掘挖掘与知识发现技术建造的智能专家

系统，利用专家知识或基于案例推理产生新的策略；

二是基于 TRIZ 理论，将 TRIZ 创新理论用于风险管

理决策领域；三是利用可拓策略生成，它是用形式

化的方法描述了管理中的矛盾问题，有利于使用机

器进行策略创新，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研究方向。 
4.2  智能化评估风险策略 

对于经过产生的策略，尤其是经过初步筛选后

具有可行性的备选策略，为了优选及确定最适合的

决策结果，可以采取智能化的模拟与仿真技术，通

过对其模拟结果的比较而评估出备选策略的优劣。

如运用系统动力学系统仿真信息化建设项目建设若

干阶段后的走向，为信息化风险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4.3  智能辅助决策与修正 

在生成策略及对策略应用效果仿真分析的基础

上，选取关键评价指标对其进行评估比较，从而确

定最终实施的策略。一个阶段的结束，就是另一个

阶段的开始，在一次决策结束后，不间断地进入了

决策实施结果的信息反馈和策略的修正阶段。利用

智能信息融合技术，将前端的信息进行提取、分析、

合成，形成新的决策信息，进入信息库应催化策略

的智能化生成。 

5  结束语 
该研究使用智能化的方法，识别、分析了信息

化建设过程系统中的风险因素，并对其进行相应的

处理，可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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