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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数据是企业信息化

建设的新阶段。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

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1]由此反映出为推动产业

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实现企业信息化建

设在数据资源整合与开放共享环境下的转型升级，

有必要从价值链的视角探究数据管理的架构、模型

与方法。而随着全球市场逐步向区域联系更加紧

密、产业分工更加细化、服务效率更加迅速的方向发

展，传统价值链所秉持的线性思维以及企业信息化

建设中业务流程固化所引发的数据过度嵌入，使得

原有的信息化管理模式对业务流程所涉及的厚数

据、快数据与慢数据的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企业难以

借助数据管理实现资源的统筹规划与优化配置，进

而无法实现数据驱动下的业务流程再造[2]。因此，面

对大数据环境对企业数据管理提出的增强多源数据

融合、实现信息化与管理提升充分结合的要求，需要

突破组织界限的束缚，从“去企业边界”的角度对价

值链进行解构，形成能够根据个性化需求进行动态

组配的新型产业价值链网，通过提取与整合链网中

全流程的数据资源，并面向具体的业务管理需要对

数据资源进行再组织，提升基于价值链网的数据管

理活动的灵活化、高效化与透明化。

1 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与困境

纵观企业信息化的历程，其发展实际上是一个

智能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企

业开始使用计算机进行简单的电子数据处理，如财

务记账、生产计划制定、库存统计等，形成了企业

信息化的雏形[3]。随后，由于计算机存储能力及数据

综合处理能力的提升，出现了包括办公自动化系统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OA)、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在内的部门级管理信息系统，有

力地提高了企业的决策、经营和管理效率。而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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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驱动下，为增强信息技术与企业内部各层级

间的融合、提升信息资源的共享能力，美国于70年代

提出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omputer Integrated Manu⁃
facturing System，CIMS)的概念，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

理理论对企业活动全过程中各功能子系统进行集

成，以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总体优化，并随之产

生MRP、MRPII、CRM等具有一定集成度的综合应用

软件，形成企业级的信息化集成应用 [4]。在 90年代

初期美国Garter Group公司在MRPII系统基础上提

出企业资源规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
理念，整合客户需求、企业内部制造活动以及供应商

资源，形成一条完整的企业供应链，使企业信息化进

程升级为对供应链资源的集成化管理[5]。综上，回顾

企业信息化从初步形成到部门级应用、企业级应用

以及供应链级应用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企业信息化已经逐步融入业务流程管理的各个环

节，在企业生产管理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已逐渐

超越业务辅助的范畴以及企业的界限，向资源整合

范围更广、集成度更高的层级发展。

然而，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出

现以及产业联盟、虚拟企业等组织形式在互联网背

景下的发展，使得大数据环境下企业信息化所面对

的数据量级、管理范围以及应用深度不断提高，加剧

了信息化建设的难度，为企业信息化发展带来巨大

的挑战。目前，企业信息化建设总体上面临着由于

ERP流程刚性固化、系统集成性与可扩展性欠缺而

引发的业务动态冲突问题，使得部门之间的自动协

调与优化机制缺乏可执行性、系统适应业务环境变

化的柔性不足，导致企业难以实现资源跨部门、跨组

织的优化配置及业务流程再造[6，7]。具体而言，主要

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集成化信息系统体量庞大，造成系统维护和

扩展成本高

企业由于受到资金及能力的限制，其信息化建

设往往采用由局部应用逐渐过渡到全面应用的发展

模式，使系统集成成为推进企业全局信息化建设的

主要途径。而由于信息系统建设初期缺乏顶层设

计，以及复杂的业务逻辑和大规模的数据资源，造成

集成后信息系统的体量过于庞大，进而令系统的维

护与扩展难度以及相关成本不断上升，故而企业信

息化发展对信息系统的轻量化提出迫切的需求。

(2)信息系统功能的高度业务嵌入性，导致信息

系统柔性缺失

一般来说，企业信息化建设大多以实际业务需

求为驱动，相关信息系统的建立更是以服务现有的

业务流程为目标，通常欠缺对未来应用方向的前瞻

性，而这种信息系统与具体业务之间较强的依赖关

系，使得系统适应业务逻辑大规模变更的灵活性不

足，将导致在实际的业务变革中造成“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局面，因此需要降低业务逻辑对信息系统拓展

性的束缚，实现数据与业务逻辑的分离。

(3)信息系统对外部数据的感知与获取能力不

足，难以适应业务创新与变革

全球化背景下，外部数据对企业发展的重要程

度日益凸显，根据企业信息化发展历程可知，相关信

息系统早已开始对企业外部数据进行管控。然而，

由于不同组织间的数据存在物理孤岛与逻辑孤岛并

存的现象，以及互联网数据及各类开放数据量级大、

碎片化程度高的特征，加剧了信息系统感知与获取

外部数据的难度[8，9]，使得现有的信息化能力无法通

过整合并利用外部数据实现对相应资源的调用与配

置，进而难以满足企业业务创新与变革的需求。因

此，需要针对大数据环境特征设计更加灵活化的数

据组织与管理方案，以实现对内外数据资源的联动

管控。

总的来看，以上三类问题究其本质，是由组织结

构与数据结构之间的适应性不足所致。有必要探究

能够实现信息系统轻量化、数据与业务逻辑分离化、

内部与外部资源联动化的数据管理方法，以打破企

业信息化的困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及业务流程再

造。根据波特价值链理论所述，企业由一系列相互

依存的价值活动集合构成，通过价值活动的连接可

形成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价值链，最终实现价值的

创造[10]。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企业作为价

值创造主体的传统思维，将价值创造的实现归因于相

对独立的价值活动，通过对价值活动的动态组合能

够形成具有不同价值创造功能的价值链，为借助数

据管理的手段实现资源联动与组配提供了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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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价值链仍然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其价值

活动依附于企业这一主体，使得价值活动的开展受限

于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基于这一理论进行数据

管理仍旧无法摆脱企业信息化所固有的问题，进而

难以满足需求多样、多变的个性化市场以及以融合

多源数据、实现信息化与管理提升充分结合为目标

的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因此，需要从数据管理的需求

出发重新审视价值链在新环境下的应用模式，以探

究适应信息化发展要求的新的价值增值方法。

2 数据管理视角下的价值链解构

价值链理论自波特提出之后，学者们又从不同

角度对其概念及适用范围进行了拓展，包括将各类

利益相关者 [11]、企业联系 [12]、需求链 [13]等融入到价值

链中形成新的概念内涵，以及从全球产业视角对其

概念进行延伸[14-17]。然而，尽管其内涵不断丰富，却

仍然没有打破企业对相关价值活动的束缚，难以进

行灵活化的资源调用与组配，以回应个性化市场及

信息化建设对数据管理提出的需求。而由价值链衍

生出的价值单元却为打破这一困局提供了思路。

价值单元的概念在学术界中并没得到统一，现

有的研究主要可归为三类。其一，将价值单元定义

为价值活动的基本单元，认为它是对企业进行细分

后具有独立性的细小单元[18，19]；其二，将企业或价值

网络参与者整体视作价值单元[20]；另外，还有学者将

其定义为从事相似业务活动的参与主体的集合[21-23]。

基于本文的研究情境，价值单元被定义为价值链中

与其他业务流程弱连接，能够独立运作而不失其价

值增值功能的“原子”单元，其价值交换形式呈现出

类市场环境的特点，具有明确的输入/输出，并且以

实现价值增值、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24]。

从数据管理的视角来看，价值单元独立实现价

值增值的功能以及类市场环境的价值交换模式，在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与所属企业之间的依赖关系，

减弱了价值单元在企业内部调用与跨企业调用的区

别，使得借助数据管理手段实现企业内外部资源联

动的便利性得以提升。同时，由于价值单元以完成

某一特定价值增值任务为目标，从全局的角度看，业

务流程管理更关注价值单元任务的完成情况而非具

体的实施细节，因此价值单元内部业务逻辑在流程

管理的过程中可视为黑箱。那么基于价值单元具有

明确输入/输出的特征，在进行业务流程数据管理

时，可根据具体需求设定价值单元的输出内容，然后

对获取到的各价值单元数据进行统一的组织与整合

以实现业务流程的管理，而无需集成相关价值单元

内部信息系统。这一特征使得信息系统轻量化的要

求得以满足，并且令全流程的数据管理能够摆脱价

值单元内部复杂的业务逻辑的束缚。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发现，将价值链解构为价值单元，从价值单元出

发对业务流程数据进行管理，能够较好地解决企业

信息化面临的三个问题，满足个性化市场及信息化

建设的需求，进而实现资源灵活化配置及生产流程

再造。因此，本文将价值单元作为面向资源配置与

流程再造的数据管理的基本单元，以进行相应数据

管理方法与模型的探讨。

在明确价值单元对数据管理的作用之后，需要

探究如何对价值单元进行组织，以实现资源配置与

业务流程再造，为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数据管理架构

及模型提供指导思路。而这一研究主线需要引入价

值链网的概念，以呈现该管理思想的实现路径。价

值链网是在虚拟价值链[25]、价值矩阵理论[26]、价值星

系理论[27]以及模块化价值链理论[28]的基础上对价值

链的进一步拓展，其与价值单元、价值链之间存在着

解构与重组的逻辑关系。价值链根据各价值活动的

业务独立性进行解构即可得到价值单元，而具有业

务关联性的价值单元根据业务需求组合便形成了价

值链；同样，多条价值链基于业务拓展需求进一步连

接可构建面向特定任务的价值链网，而已有的价值

链网可根据业务模块划分分解为独立的价值链；另

外，价值单元与价值链网之间还可突破价值链的“中

介作用”进行动态组合与分解，进而可以突破企业边

界形成更加灵活化的链网组建方式，如图1。

图1 价值单元、价值链与价值链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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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将价值链解构

为价值单元，再以需求为驱动连接价值单元形成价

值链网的过程，就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业务

流程再造的过程。由此出发，可以通过整合价值单

元、动态构建价值链网的方法实现对产业内部资源

的配置与业务流程的再造。具体来说，把产业内部

各价值链解构为价值单元，然后将这些价值单元整

合为可供调用的价值单元集合，当出现某个特定的

业务需求时，目标价值单元(需求承担方)通过在价值

单元集合中选择与连接具备相应价值增值功能的价

值单元组(各价值单元可能来自不同的价值链)，构建

能够满足临时业务需求的价值链网，进而实现产业

内部资源配置与需求驱动的流程重组。借助这一思

想能够缓解企业资源闲置与资源不足的问题，在整

体资源能力不变的情况下满足更加多样化的业务需

求，使得资源配置向着帕雷托最优的方向发展。

运用数据管理的手段能够使这一思想得以实

现。一方面，运用价值单元中与价值增值需求及业

务进程相关的数据对价值单元进行结构化描述，使

其以数据单元的形式存在，通过对数据单元的统一

表示、存储与关联，能够实现对价值单元的整合。另

一方面，以需求为导向对整合后的数据单元进行调

用与连接，能够形成动态组建的价值链网，并借助数

据管理的手段实现对资源的灵活配置。接下来将基

于这一思想提出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架构。

3 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架构

数据是数据管理的核心。当前企业的基础数据

主要包括产品数据、运营数据、设计数据及外部数据

等，根据价值链网的组建以及业务流程管控的不同

阶段，可将这些数据划分为价值单元基础状态数据

与生产状态数据。前者主要包括存储于企业各类应

用系统中的CRM数据、SRM数据、TQM数据等，能够

用于标识价值单元的价值增值功能及其基本情况，

通过对此类数据的组织与整台，使价值单元能够被

区分、调用与组配进而实现价值链网的组建；后者包

括由信息系统、机器设备以及互联网等外部环境实

时产生的数据，通过利用实际进度与生产计划之间

的数据匹配关系，能够反映价值单元特定任务的实

时完成情况，实现价值链网的业务进程管控。

综合运用两类状态数据对价值链网进行组建与

管理，能够全面规划与调整价值增值计划、反映业务

过程的完成进度、使资源灵活化配置，进而完成业务

流程的升级再造。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

三个关键性问题：①如何获取能够满足资源配置与

流程再造需求的状态数据；②如何组织和整合价值

单元基础状态数据，使价值单元能够在需求驱动下

灵活组建价值链网；③如何分析价值链网中各价值

单元的生产状态数据，为基于价值链网的管理与服

务提供数据支持。为解决这三个问题，本文依据资

源配置与业务流程再造的思想，以形成信息系统轻

量化、数据与业务逻辑分离化、内部与外部资源联动

化的数据管理为目标，提出包括“数据感知-数据集

成-数据分析”三个核心步骤的面向价值链网数据管

理架构，如图2。

图2 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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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架构主要从价值链解构与需求驱动下价值链

网动态重组的思想出发，在数据感知层面，将价值链

解构为价值单元，通过接入价值单元并识别其关键

业务环节，进行价值单元内部基础状态数据及生产

状态数据的提取；在数据组织与整合层面，对价值单

元基础状态数据进行规范化表示、序化组织，将其虚

拟化为数据单元，对数据单元进行弹性存储并构建

关系网络实现价值单元的自治与推演，进而实现价

值单元的整合；在数据分析与服务层面，对个性化需

求进行识别与表达，将其与价值单元进行智能化匹

配以构建价值链网，通过关联价值链网中各价值单

元的生产状态数据，实现链网全流程数据的跟踪与

分析，进而为业务流程管理提供服务。整体上，通过

对价值单元状态数据的感知、集成与分析，实现对资

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业务流程的再造。接下来将详细

阐述数据感知与获取、组织与整合、分析与服务三个

核心数据管理模型的构建思想。

4 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模型

由上可知，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需要解决

三个关键性问题，即如何获取、如何集成以及如何分

析数据，分别对应数据管理架构中“数据感知-数据

集成-数据分析”三个核心步骤。本章将针对这三个

核心步骤，以价值链解构与价值链网动态重组思想

为基础，结合先进管理方法及技术，构建数据感知与

获取、组织与整合、分析与服务模型，以实现面向价

值链网的数据管理，为资源优化配置与业务流程再

造提供方法支持。

4.1 数据感知与获取模型

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以价值单元作为基础

数据来源，使得价值单元在数据感知与获取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数据感知

与获取的过程可归纳为部署采集系统、价值单元接

入以及状态数据获取三个主要步骤。不同类型的数

据采集方法、价值单元接入方式以及状态数据获取

策略对价值链网状态数据的传输模式、获取流程的

复杂程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结合价值单元以及

价值链网数据管理的特征，从以上三个影响价值链

网数据感知与获取的要素出发，解析价值单元状态

数据的获取过程，实现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感知与

获取模型的构建，如图3。
就数据采集方法而言，现有研究中主要按照布

局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分布式数据采集方法与集中

式数据采集方法。总的来看，分布式数据采集具有

较好的灵活性，集中式则易于控制全局数据。考虑

到两种方法侧重点的差异，它们通常被用于满足不

同类型的数据采集需求[29，30]。有学者提出在进行企

业数据采集时，集中式数据采集的方法较适用于企

业内部数据的获取，跨企业的数据获取则应以分布

式采集方法为主 [31]。而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中，对价

值链网中各价值单元状态数据的采集本质上类似于

图3 数据感知与获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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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企业数据采集的模式，并且根据价值链网动态组

建的特质，以及通过连接各价值单元状态数据实现

链网全流程管控的需求，不难得出面向价值链网的

数据感知与获取应当采用分布式数据采集方法，以

更加灵活化的方式实现价值单元状态数据的获取。

就价值单元接入方式而言，由于价值单元是根

据价值增值功能从价值链中解构得到的“原子”单

元，其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企业，也可能是企业中的一

个部门，甚至是一个能够完成某一价值增值功能的

个体。那么根据价值单元原有形态划分将存在自

主、半自主及无自主三种不同状态的价值单元。自

主状态的价值单元的接入方式最为简单，仅需得到

价值单元的授权即可。无自主状态的价值单元需以

其所归属的主体为中介，由归属主体授权接入；而半

自主状态的价值单元则根据其自主能力的高低，采

用自主授权或归属主体授权的方式进行接入。因

此，在进行状态数据获取之前应当根据价值单元的

状态选择不同的接入方式，以明确价值单元的接入

程序。

而根据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需求、价值单元及

状态数据的特征，可采用如下步骤对价值单元状态

数据进行采集：①对价值链解构后得到的价值单元

内部业务逻辑进行分析，识别在价值增值功能实现

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关键业务环节，并明确所需状态

数据的内容。②根据业务环节数据所在位置，通过

数据接口连接价值单元信息系统，或在价值单元内

部关键业务环节部署RFID设备、传感设备等数据采

集装置，或使用具有人机交互及数据采集功能的生

产设备，实现价值单元的接入。③根据数据获取需

求及相关数据特征设计状态数据提取规则，其中基

础状态数据需在数据组织与整合之前提取，而生产

状态数据则在价值链网形成后获取。④根据相应的

提取规则对价值单元状态数据进行提取，并依据数

据传输协议将采集到的数据传输，为更高层级的数

据管理提供支持。

4.2 数据组织与整合模型

对产业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使其能够根据需求

进行灵活化调用，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从

数据管理的视角，探究如何表示、存储与关联状态数

据，以实现对价值单元的描述与整合。为解决这一

问题，本文引入了“资源池”的概念。当前，资源池在

资源组织与配置中得到广泛应用，它所具有的资源

共享、按需分配、动态扩展、标准服务、自动管理等特

点，能够为价值单元整合提供可行的解决途径。因

此，本节将从资源描述、存储、池化、组织、自治等层

次出发，构建面向智能化互操作、用户透明化访问的

价值单元资源池，借助数据的集成实现价值单元的

整合，为需求驱动下的价值链网动态组建以及面向

价值链网的数据分析与服务提供支撑，如图4。
价值单元资源池用于存储价值单元，借助数据

管理的手段对资源池中价值单元进行管理与动态配

置之前，需要对价值单元进行虚拟化描述，使其能够

以数据单元的形式进行调用。由于状态数据是价值

单元中能够反映其价值增值功能及业务进程的数

图4 数据组织与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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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借助状态数据对价值单元进行表征。首先，采

用基于元数据和本体的表示方法对获取到的价值单

元状态数据进行规范化表示。然后，从属性、要素、

进程等不同维度对状态数据进行内容与形式上的序

化，使得不同价值单元中状态数据的数据结构得以

统一，并将价值单元内各类状态数据进行关联。最

后，通过设计价值单元描述框架，将组织与关联后的

状态数据进行封装形成数据单元，作为价值单元在

资源池中的“镜像”。

将价值单元进行虚拟化后，需要探究与其动态

管理需求相匹配的管理机制、存储方式以及索引模

式，以实现价值单元的灵活化管理。针对价值单元

的管理机制，由于价值单元与数据单元存在对应关

系，相关数据的可靠性对价值单元的配置起到重要

的作用。因此，需要对价值单元状态数据进行实时

检测，对数据的变动进行及时同步、失效的价值单元

进行及时回收，以保证价值单元及其数据的有效性，

从而为后续价值链网的组建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针对存储方式，以价值链网的动态组建及价值单元

的灵活化管理为目标，有必要采用弹性存储的方式，

利用层次概念网络建立价值单元模型到数据结构模

型的映射，实现价值单元的动态加入与退出、扩展

与更新，实现价值单元实时动态更新和柔性存储，

以灵活化地实现价值单元的整合。针对索引模式，

面对海量的价值单元，单一文件目录或者顺序查找

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效率低下的问题，需要通过建

立符合价值单元价值增值功能特征的索引结构，加

快价值单元的查找速度。借鉴面向实体的索引结

构的思想，设计分主题的、自适应价值单元实时索

引结构，为价值链网动态组建、快速定位价值单元提

供服务。

然而，实现价值链网的动态组建，还需要进一步

对价值单元进行整合。根据价值单元价值增值功能

能够服务的业务流程环节以及该环节在生产业务流

程中所处的位置，可从两个维度对价值单元进行整

合，以更加全面地呈现价值单元之间的关系。首先，

依据价值单元的价值增值功能对其进行分类，构建

资源之间纵向的关系网络，以明确完成某一特定业

务生产环节所需的一类价值单元及其关系；然后，依

据现实中具体领域的业务流程，构建价值单元之间

的横向关系网络，以呈现满足某一特定业务需求的

实现路径；最终，构建价值单元间的交错关系，形

成完整的关系网络模型。并以此关系网络为基

础，通过关系模型学习不同价值单元间的动态关

联，挖掘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价值单元以及价值

单元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增强价值单元间的联

通，进而使得价值单元在资源池中能够实现自治与

智能推演。

基于以上对价值单元进行实时检测、弹性存储、

建立自适应的价值单元索引以及通过建立关系网络

模型使得价值单元能够实现自治与智能推演的方

法，可以实现对价值单元的有效组织与整合，形成能

够服务于价值链网动态组配需求的价值单元资源

池。接下来将探究在面向具体需求时如何借助价值

单元资源池实现价值链网的动态组建，并提供相应

的管控服务。

4.3 数据分析与服务模型

需求是面向价值链网数据管理与服务的出发

点。本文所提出的基于价值链数据管理的核心思想

是借助数据管理的方法将价值链解构为价值单元，

再以需求为驱动连接价值单元形成价值链网，以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业务流程重组。上述所提出的数

据感知与获取、组织与整合模型为这一思想的实现

提供了数据及技术的支持。本节以价值单元资源池

为基础，提出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分析与服务模型，

将探讨如何以需求为驱动智能匹配价值单元，实现

价值链网动态组建，以及如何利用数据分析实现对

链网全流程的业务管控，进而为业务流程管理提供

服务，如图5。
由于价值单元被“投入”资源池后，其归属的主

体将不再被强调，无论价值单元原状态如何，均被视

为自主状态。在此情况下，当业务需求产生时即可

通过相关计算机技术进行智能匹配快速达成供需连

接以构建价值链网，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业

务需求与价值单元之间的匹配建立在需求识别的

基础上，但通常不同主体对同一需求的描述在用

词、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会存在差异，将导致难以

根据其“自由化”的描述实现需求与价值单元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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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化的匹配 [32]。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需求描述

框架，对非结构化、半结构化和结构化的需求进行规

范化表达。

构建业务需求描述框架后，根据标准化需求描

述在资源池中快速抽取价值增值功能与该需求相匹

配的价值单元，并基于价值单元关系网络模型，设计

价值链网动态构建推理机制。然后，自生产流程的

下游向上游逆向延伸，智能化连接价值单元形成能

够满足目标需求的价值链网集合。最后，将所得价

值链网集合进行智能排序，依据需求方偏好为其进

行个性化推荐。并由需求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

择得到最终用于服务的价值链网，实现价值单元与

业务需求的智能匹配。

通过以上智能化匹配价值单元的过程，能够得

到满足个性化业务需求的价值链网。然而，还需要

通过对价值链网全流程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链网

整体及局部业务的多方位管控，并为价值链网管理

提供服务。借鉴协同管理的思想，依托云计算、智能

分析等先进技术，通过关联价值链网状态数据，实现

对全流程状态数据的跟踪，并在此基础上对链网状

态数据进行分析，为个性化管理需求提供数据支持

及相应的管理服务。

具体来说，价值链网中各价值单元具有相同的

数据结构，依据业务流程将价值单元的状态数据从

时间、空间、资源等不同维度进行关联，使价值链网

状态数据能够在各价值单元间进行共享与交换。然

后，利用实时监控系统对生产进度、资源储量、业务

需求等数据进行跟踪，设计异常变动预警机制以降

低关键数据变动对业务流程造成的负面影响，掌控

价值链网全局实时动态。最后，从不同管理需求出

发，对链网全流程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包括进度预

测、生产协同、资源预警、替代方案生成等功能，为不

同用户提供数据支持及个性化管理服务。

综上所述，数据分析与服务模型通过对业务需

求进行标准化描述，使价值单元能够根据业务需求

进行智能化匹配动态形成价值链网，并在此基础上

对价值链网全流程数据进行关联、跟踪与分析，实现

利用数据管理的手段对价值链网业务进程进行管

控，进而能够为个性化管理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5 结论

当前企业信息化面临着集成化信息系统体量庞

大、系统功能存在高度业务嵌入性以及对外部数据

的感知与获取能力不足三个主要困境，造成信息系

统维护和扩展成本高企、系统柔性缺失、难以适应业

务创新与变革的问题，需要从价值链的视角探究数

据管理的架构、模型与方法。传统价值链中价值活

动的开展受限于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无法摆脱

企业信息化所固有的问题，难以适应个性化市场与

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因此，本文引入价值单元及价

值链网的概念，以探究能够满足信息化发展要求的

价值增值方法。根据价值单元、价值链与价值链网

间的关系，将价值链解构为价值单元，再以需求为驱

动连接价值单元形成价值链网的过程，即通过资源

的重新配置实现业务流程再造的过程。基于这一思

想，提出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架构，从如何获

取、如何集成以及如何分析数据三个关键性问题出

图5 数据分析与服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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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深入探究数据感知与获取、组织与整合、分析与

服务的实现路径，对跨组织、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

进行整合与优化配置，最终实现业务流程再造。

这一面向价值链网的数据管理思想不仅能够满

足企业信息化建设顺应大数据环境变革的需求，同

时，还适用于公共安全信息的集成与分析、突发事件

的资源整合与调度、城市管理流程的变革与优化等

多样化应用场景，形成数据驱动下的资源优化配置、

跨时空联动，为具体领域的管理模式变革与提升提

供数据支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今后的研究

工作中，可结合各领域的需求特征将这一数据管理

思想进一步推广，探究其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路径，

推动特定领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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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inking of Data Management Based on Value Chain

Li Gang Ma Yaxue Ba Zhichao

Abstract：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needs to integrate multi-source data and enhance
the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organization boundaries and to explore the architecture, models and methods of data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Starting from the predicament faced by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unit, value chain and value chain network, and proposes an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based on value chai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data perception and
acquisition,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service models are constructed to realize the lightweight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he separation of data from the business logic, and the linkag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it will provide solutions to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reengineering of business
processes.

Key words：Data management; Value chain network; Value unit; Enterprise informationization; Process reengi⁃
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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