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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背景下企业 IT 决策机制框架① 
杨 潇, 康 凯 

(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天津 300401) 

摘 要: 云计算的不同应用水平会在不同程度影响企业的 IT 决策, 相应的 IT 决策机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本文

深入分析了云计算的三层服务模式对 IT 决策的影响, 由此提出了基于云计算背景的 IT 决策机制框架. 并通过国

外成功实施云计算的企业案例分析并验证本文得出的 IT 决策机制框架. 本文不仅对以往的 IT 决策机制框架的基

础上加入了 IT 服务模式维度, 同时也为云计算在企业中的应用提供了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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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level of cloud computing applications on different IT decisions vary differently, and the 

mechanisms of IT decisions will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has analysis the impacts of three service modles of 

cloud computing on IT decisions and put forward a new IT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ramework. Then, this paper use 

an case about a oversea enterprise which using cloud computing successfully to analysis and test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framework this paper has proposed before. This paper only add a new dimension of three service modles of 

cloud computing to the original framework, but also provide a regime framework for enterpeise applying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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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不仅是对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创新, 也为

企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服务外包方式[1]. “新”不仅指的

是技术应用领域的创新, 同时也包括云计算对企业 IT

决策的影响以及由于这些影响造成的整个 IT 决策机

制的变化. 从这种意义上讲, 云计算将促使企业重新

考虑其 IT 决策机制, 以适应技术环境的变化.  

虽然已有许多中外学者对 IT 决策机制的构成与

框架展开研究, 但以云计算为背景研究 IT 决策机制鲜

有文献著出, 由此企业难以在变化的环境中应用具有

针对性的理论在云计算环境下实施的 IT 治理. 本文综

合了不同学者给出的 IT治理定义, 对 IT治理结构进行

划分, 并对传统环境下 IT 治理决策机制的构成要素进

行了分析. 然后, 着重分析了这三种服务模式对 IT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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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影响, 并将传统环境与云环境下的 IT 决策进行对

比, 提出适用于云环境的 IT 决策机制框架, 并以案例

研究的方式对该框架进行分析. 最后, 阐述了研究中

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1 IT治理的定义及结构 
对于 IT 治理的定义主要分为两个分支 : 一是

Sambamurthy & Zmud(1999)将 IT治理作为企业治理的

一部分来解释 IT 治理[2,3]; 二是 Weill(2004)从与 IT 相

关的权力与责任的安排视角解释 IT 治理[4]. 鉴于第二

种定义方式将 IT 治理划分为不同机制, 且其中也包括

IT 决策机制, 所以本文主要基于该定义, 概括 IT 治理

定义: IT 治理指组织为获取实现企业战略目标所需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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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过程中, 配置 IT 决策权力与责任以形成合理有

效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与关系机制, 确保 IT 与业务

在企业战略上的匹配. 按照这一定义, 可以勾勒出 IT

治理的结构, 如图 1 所示.  

 

 

 

 

 

 

 

图 1 IT 治理定义构成 

 

组织将企业战略目标转化为 IT 战略目标, 再由 IT

治理生成企业战略目标所需的 IT能力. IT治理由 IT决

策机制、执行机制与关系机制构成[3]. IT 决策机制是 IT

治理的起点, 它决定了 IT 治理过程中的决策类型以及

权力配置方式; 执行机制是在 IT 决策机制的指导下有

效地实施决策, 并对过程进行监督与反馈; 关系机制

则在整个 IT 治理过程中起到了协调与沟通的作用, 目

的是确保整个 IT 治理过程的顺利进行.  

 

2 IT治理决策机制的构成 
IT 决策机制由 IT 决策、权力分配方式与决策程序

构成, 由前两个元素组成的二维矩阵构成了传统环境

下 IT 治理安排的设计框架模型[4], 不同的 IT 决策机制

合并构成了 IT 决策程序. 根据权力的紧密度可以将权

力划分为集权、分权与联邦三种决策机制[5,6]. 其中, 

集权指将 IT 决策权力集中在企业的高层管理层, 其中

包括董事会、CEO、CIO、COO, 或者是由这些成员组

成的委员会, 但其中不包含由 CIO 或 IT 委员会单独做

出决策; 分权指将 IT 决策权力分散在信息技术部门或

职能部门以及事业部的最高管理者; 联邦指联合集权

与分权决策主体的决策方式.  

IT 决策维度包括 IT 原则、IT 架构、IT 基础设施

战略、业务应用需求与 IT 投资于优先顺序. 其中, IT

原则是组织 IT 战略目标的高度概括, 它通过将企业战

略目标转化为有利于 IT 管理者理解的表述方式促进

业务与 IT 在企业战略层面的匹配[7]; IT 架构为企业提

供了一个完整的技术选择集合, 目的是为了引导组织

满足其业务需求, 它包括一系列应用数据、技术与应

用程序的方式与规则, 并为业务导入规划路径[8,9]; IT

基础设施战略为企业提供满足其基础 IT 能力的中央

协调服务与共享 IT 服务(管理与技术), 它通常出现在

已知精确使用需求之前(例如, 网络、帮助桌面与数据

共享)[10]; 业务应用需求指的是决定购买或内部开发

IT 应用程序以满足业务需求[11]. IT 投资于优先顺序指

的是决定所要投资的 IT 项目以及投资金额[12].  

 

3 云计算与IT治理决策 
3.1 云计算的三层服务模式 

云计算是一种服务外包的新范式, 该范式使得企

业本地的基础设施转移到网络资源池中, 从而降低了

硬件、软件与人力资源的管理成本[13]. 这种新范式通

过云计算的三层服务模式(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

服务(PaaS)与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进行使用与交付.  

其中, 软件即服务(SaaS)可以提供应用程序服务, 

而应用程序本身则安装在远程服务器上, 用户可以根

据自身需求, 通过互联网订购所需的应用软件服务, 

并按需支付费用; 平台即服务(PaaS)提供开发、设计与

测试的应用程序平台. 该服务模式能够为企业提供常

规意义上的软件开发环境. 但这些应用程序平台需要

运行在 IaaS 基础上, 这就意味着平台所要安装硬件也

是外包的; 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提供包括硬件及其

相关服务, 例如通用的数据处理、服务器、存储设备、

数据库管理等服务[14].  

上述三中服务模式分别面向不同的市场区段提供

差异化服务, 并按需收取服务费用. 企业在应用不同

的服务时可能会受 IT 外包范围的影响导致 lT 决策内

容发生变化, 进而促使 IT 决策机制的发生改变.  

3.2 云计算服务模式对 IT 决策的影响 

IT 原则企业依据组织战略目标得到的 IT 战略目

标, 这些目标将决定其他 IT 决策的方向. 在云环境下, 

无论企业处于云计算服务模式的任何层次都需要阐述

云计算的商业作用, 从而为其他 IT 决策的制定提供向

导. 所以云计算并没有或对 IT 原则决策造成影响.  

IT 架构为企业提供了一系列促进企业战略与 IT

需求匹配的原则、指南、政策、模型、标准与流程[15]. 

它由数据架构、技术架构与应用程序架构组成. 其中

数据架构定义了完成任务与向其他部门提供所需的可

获取数据与信息; 技术架构指支持企业使命与信息需

求的信息系统; 技术架构定义了支持数据架构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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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架构所需的技术基础设施结构, 并记录所需的技

术标准.  

在云计算环境下, 每一种 IT 架构都可以通过一种

或多种云计算的服务模式组合实现[16]. 数据架构可以

由 IaaS与 PaaS代替, 究其原因这两种服务模式可以提

供专门的数据服务, 例如数据库服务和基于云的虚拟

存储; 应用程序架构可以由 SaaS 代替, 究其原因软件

服务将以软件功能块的形式存在,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

的需求获得完整的信息系统; 技术架构可以由 IaaS 与

PaaS 代替, 究其原因这两种服务模式同样包括支持数

据与信息的存储和处理功能, 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结

构, 企业不需要再关注技术基础设施的细节与治理方

式, 从而降低了组织对 IT 资源的依赖, 缩减了企业 IT

资源.  

IT 基础设施战略提供基本 IT 能力所需的中央协

调与共享服务, 典型的 IT 基础设施战略决策制定通常

出现在已知精确的需求之前[10]. 本文所指的 IT 能力不

仅包括物理层的 IT 基础设施能力, 同时也包括基于人

员管理的 IT 能力. 处于物理层的 IT 能力服务包括: 渠

道管理服务、安全与风险管理服务、沟通服务、数据

管理服务、应用程序基础设施服务与 IT 设备管理服务. 

处于管理层的 IT 能力服务包括: IT 管理服务、IT 架构

与标准服务、IT 教育服务以及 IT 研发服务[17].  

传统的 IT 基础设施战略为云计算的建立提供了

准入渠道, 原来安装和存储在企业内部基础设施中的

应用程序与数据可以安装或存放到远程云端, 由此需

要 IT 基础设施战略为其提供稳定且高速的网络环境

以确保云计算服务的顺利交付. 所以与传统环境相比

除了数据管理服务可以 IaaS 代替, IT 设备服务可以由

IaaS和 PaaS代替, 应用程序基础设施服务可以由 SaaS

代替外, 其他 IT 服务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由于原

有的一些服务类型可由云计算服务取而代之, 这将导

致 IT 基础设施战略所需提供的协调与共享服务类型

有所减少.  

业务应用需求常出现企业在阐明业务需求后[4]. 

显然, 在采购与自行开发这两种情况下, 企业都需要

购买应用程序软件直接应用亦或作为软件开发平台使

用. 而在云环境下, 由于 IT 产品已经部分或全部转化

成服务, 企业不仅需要明确其应用需求, 而且也考虑

云计算按需收费的特点, 明确企业一定时间段的需求

变化情况, 再决定采用 PaaS 获取应用程序开发、测试

与运行平台服务, 或通过 SaaS 直接获取所需的应用程

序. 基于云的服务都需要安装在远程云端的基础设施, 

即以 IaaS 为基础. 此外, 在传统环境下企业的 IT 基础

设施通常不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如果新的应用程序对

IT 基础设施有更高的要求, 企业还需要另行处理. 但

由于 SaaS 与 PaaS 建立在 IaaS 之上, 云计算使企业在

获取软件与平台服务的同时能够利用其海量的 IaaS 能

力, 动态的满足业务应用方面的需求[18].  

IT 投资与优先顺序指 IT 投资的金额、顺序以及项

目的批准与审核. 在传统环境下 IT 投资的额存在不确

定性, 投资收益也无法无法预知. 在云环境下, 虽然

云计算应用的起始阶段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

定性, 但在企业后续应用中, 由于云计算服务模式能

够自动度量、按需收费, 绝大多数投入资本可以较为

精确预知的, 由此企业的 IT 投资在云环境下将变成可

预测的固定费用支出.  

综上所述, 在云环境下除 IT 原则没有受到云环境

产生的影响外, 其他四种 IT 决策均发生了质(IT 架构、

业务应用程序需求)与量(IT 基础设施战略、IT 投资于

优先)的变化. 表 1给出了传统环境与云环境对于 IT决

策的对比.  

表 1 传统环境与云环境 IT 决策对比 

IT决策 传统环境 云环境 

IT原则 
组织对如何应用 IT 以支

持企业战略的高度概括 
与传统环境相似或相同 

IT架构 

能够满足企业业务需求

的一系列数据、技术与

应用程序的政策与规则 

能够满足企业业务需求的一个

或多个云计算服务模式(SaaS, 

PaaS,IaaS)组合的政策与规则 

IT基础

设施战

略 

提供企业基础 IT 能力的

中央协调与共享 IT 服务

(管理与技术) 

由云计算服务模式满足企业基

础 IT能力所需的 IT基础设施服

务, IT 基础设施战略所需提供

的协调与共享服务类型将有所

减少 

业务应

用程序

需求 

在明确企业业务需求

后，决定购买或内部开

发 IT 应用程序 

企业不仅需要了解企业的总体

业务需求, 同时也需要根据企

业业务需求的变化情况，决定选

择 SaaS 直接获取应用程序或采

用 PaaS 自行开发 

IT投资

与优先

顺序 

决定所要投资的 IT 项目

以及金额，包括项目批

准与审核 

多数 IT 投资可预知，IT 投资转

变为固定支出 

Weill(2002)[17]对全球 256 家企业 IT 治理决策机制

的调查统计具有较高 IT 治理绩效的企业偏好的 IT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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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这些拥有较高绩效的企业中绝大多数在 IT 原则

与 IT 投资两种决策采用联邦制. 但调查结果并没有发

现其他三种 IT 决策的在较高绩效企业中有趋于一致的

决策权分配方式. 上述研究表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有

效的 IT 决策机制, 组织需要根据自身情况以及技术的

发展适时的调整或重新设计其 IT 决策机制. 综上, 本

文在原有 IT 决策机制框架基础上新增云计算服务模式

维度, 形成了新的 IT 治理决策机制框架(参见图 2). 下

文将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进一步分析并验证该框架.  

 

 

 

 

 

 

 

 

 

图 2 云计算背景下 IT 治理决策机制框架 

 

4 案例研究——某外企保险公司应用SaaS
服务模式的企业IT决策机制分析 
4.1 企业概况 

某保险公司是英国最大的非寿险保险公司之一, 

在英国有 12 个办事处, 有约 2,000 个经纪人的关系, 

其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均超过 10 万欧元. 该企业有明晰

的组织结构与权责划分制度.  

4.1.1 企业 IT 支持 

盈利高增长性是该保险公司的一大特点, 但是, 

2012 年前, 该企业保险商和业务开发销售人员都在使

用独立、分散的销售系统, 该企业的 12 个英国销售办

事处将使用将近 300 套不同的系统跟踪记录从经纪

人信息到新增保险业务的一切信息, 虽然某些信息(如

法律协议)是集中存储的, 但公司大体上仍依赖拼凑而

成的系统. 企业无法实现中央协调与信息共享, 业务

运作如爬坡一样费力.  

为了提高销售的有效性该企业提出改善业务流程, 

并将重点放在拓展新业务的方式上. 于是, 该企业于

2012 年使用了由某知名 SaaS 供应商提供的按需 CRM

服务来满足该企业的业务应用需求. 该企业的的经纪

人发展经理认为: “这种服务方式不但能够提供传统客

户端/服务器模型的所有益处, 而成本和风险却低得

多. ”自应用基于云计算的 SaaS 服务模式以来, 该企业

的保险商的净成功率(业务机会转换率)与去年相比已

经提升了 17.4%. 业务开发人员的大致成功率也比 12 

个月前提高了 10%. 首要的业务机会已经达到 22.4% 

的大致成功率, 是业务平均值的两倍. 已达成交易的

首要业务机会量每月增长 108.  

4.2 企业 IT 决策 

4.2.1 IT 原则 

该企业的 IT 原则可以概括为在协助企业收集与

处理数据信息的过程中, 实现整个企业范围的信息共

享与中央协作, 并为各办事处提供实时仪表板视图, 

从而加快做出管理决策, 并使公司更快速地执行变更

管理计划, 最终提高业务机会转换率. 尽管 IT 原则在

云计算环境下与过往相比在内容上有所变化, 但同样

都是对组织 IT 战略目标的描述.  

4.2.2 IT 架构与 IT 基础设施战略 

正如前文对云计算的三层服务模式(IaaS、PaaS、

SaaS)的解释中提到的, 云计算的三层服务模式都是以

IaaS 为基础, 为其他服务方式提供服务器、数据存储、

系统基础设施等服务, 而 SaaS 又是同时建立在 PaaS

与 IaaS基础之上的. 该企业在应用 SaaS服务模式过程

中不仅由云服务供应商为其按需提供应用程序, 同时

该企业业务应用所需的相关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应用

程序本身的使用标准与流程也都将由云服务供应商提

供. 因此该企业不再需要对其 IT 架构进行决策, 而是

由 SaaS 服务模式间接为其提供.  

对于 IT 基础设施战略, 该企业的各部门不再需要

对数据资产进行独立于应用程序的管理, 但仍然可以

在各个办事处中实现共享. 对于其业务应用程序安

装、存储与运行所需的基础设施也是由云服务供应商

连带提供. 此外, 该企业除了需要自己解决网络接入

问题外, 云服务供应商也为其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并同时实施一种自下而上的净提升机制, 企业不需要

过多的关注技术层面的标准与架构问题, 这使得企业

可以将精力转向其主营业务. 企业原有的 IT 基础设施

战略中的服务类型能够被云服务取代, 总体服务规模

有所缩减.  

上述两项 IT 决策——IT 架构与 IT 基础设施战略

在传统环境下都偏向于技术领域, 企业通常由 IT 专家

对其进行决策, 但在云环境中, 云服务模式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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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使得该企业在获取顶层服务的同时构建该企业的

IT 架构与 IT 基础设施服务. 该企业某非 IT 人员表示: 

“通过云计算的 SaaS 服务模式, 使用元数据框架和一

系列简单的点击式向导, 她可以设计自定义用户界面, 

并可以修改数据模型和应用程序业务逻辑的架构”.  

4.2.3 业务应用程序需求 

该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为保险销售业务与保险经

纪业务, 这些业务上的需求促使该企业需要一个有效

地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来帮助其了解客户动态以及发现

潜在机会.  

该企业将基于云计算的按需 CRM 系统部署到 12 

个英国办事处的 350 个员工, 创建了几乎实时的商业

保险目标受众单一视图. 广泛应用于一些重要部门, 

包括经纪人关系管理部、新业务报价部和开发管理部. 

实时的经纪人关系仪表板涵盖多个重要主题, 如呼叫

计划、会议时间、行动、大型案例的状态和新业务的

准客户. 仪表板突出显示一些实时问题, 如报价分配、

市场报价、成功案例、净成功率和大致成功率、大型

案例以及准客户的状态. 这样企业原本零散的信息系

统得到了有效地整合和形成了每个经纪人关系的单一

视图, 实现了企业层面上的信息共享.  

显然, 在业务应用程序需求决策方面该企业采用

了 SaaS 服务方式来为帮助其直接提供其所需的应用

程序, 而非采用 PaaS 的方式获取软件开发、运行与测

试的环境. SaaS 对于该企业的优点在于易于使用、实

施便捷、可自定义企业应用程序. 该企业团队已经实

施了大量独特的字段、选项卡和自定义对象, 它们大

体上不需要技术部门的支持. 该保险公司中许多非 IT

人员, 他们既不是 IT 专家, 也不是程序员或者开发

人员, 他们都可以自己判断使用云服务供应商构的网

站构建程序. 据内部人员介绍, 在这一过程中不需要

编程而只需要执行点击操作网站中的配置工具, 使用

元数据框架和一系列简单的点击式向导, 用户可以设

计自定义用户界面, 并可以修改数据模型和应用程序

业务逻辑的架构.  

与传统开发平台相比, 使用 SaaS 能以更少的时间

和更低的成本获得应用程序.  另外, 它也可确保业务

团队将精力集中在创新服务而非技术基础结构之上. 

该企业的业务发展经理认为基于 SaaS 的项目是由业

务主导的 , 因为非技术人员可以迅速部署和改造 

CRM 系统. 而且, 在升级应用程序时, 所有自定义工

作都会自动升级.  

4.2.4 IT 投资与优先顺序 

由于在云计算背景下企业原有高度集成的信息系

统转化为功能块的形式, 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如同网

络购物一样简单便捷. 企业内部不仅减少了 IT 部门与

业务部门在 IT 投资相关问题的沟通与程序, 同时获取

软件的迅速极大缩短将减少项目执行的时间.  

该保险公司仅花费 6周时间就完成了 12个办事处

的 350 个用户的部署. 由于该企业采用的是按需 CRM

系统, 所以在项目实施之前企业就已经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清楚项目费用的支出情况. 企业不仅能够预知自

己的项目支出情况, 也可以根据业务量动态伸缩.  

4.3 企业 IT 决策机制 

据实际调查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该企业实施的 IT

决策机制. 该企业的 IT 原则决策是由 CEO 与 CIO 等

企业最高管理者做出的, 即该决策采用集权的方式, 

由高层管理者规定企业的 IT 战略目标. 传统环境下 IT

架构与 IT 基础设施战略, 主要由技术人员和技术管理

者负责决策. 应用云计算后这两项决策内容基本上可

以部分或全部由 SaaS 连带给出, 没有给出的部分, 如

网络接入则由各 IT 部门负责, 即将决策权集中在技术

人员手中, 属于集权机制.  

对于业务应用需求这项决策, 该企业在原始状态

下采取联邦制, 即由 IT 部门与业务部门共同商议决策. 

但由于 SaaS 能够由非技术人员灵活定制业务应用, 云

服务供应商也能提供相应的运行环境与基础设施, 业

务部门在云环境下可以自行部署其业务应用. IT 投资

与优先顺序将随着 IT 投资转化为固定费用支出, 企业

仅需要决策投资的优先顺序, 且顺序由企业最高管理

层负责. 图 2 中原点标出处给出的即为该企业在 SaaS

环境下的 IT 决策机制.  

 

5 结语 
本文从 IT 决策与决策机制两方面对云计算环境

下企业 IT 决策的构成变化与总体机理影响进行了深

入分析. 在 IT 治理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有效的 IT

决策机制, 加之云计算的不同服务模式对 IT 决策的影

响, 企业 IT 决策机制也将变得更为复杂. 本文旨在提

供一个基于云计算服务模式的 IT 决策机制框架, 并在

最后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并验证了上述框架. 企

业可以在综合自身情况的基础上设计其 IT 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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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本文缺乏定量分析, 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对企

业 IT 决策机制进行定量测量. 此外, 从云计算应用视

角出发来研究 IT 治理的其他相关问题, 也应成为未来

的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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