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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企业资源计划）是美国 Gartner Group公司于 1990
年提出的，面向制造企业应用的集成化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方

案，被业界广泛认为是企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ERP投资效益是 ERP系统实施带给企业的各类效益与
投入资源的对比，从实施企业的整体效果来看，国内 ERP投
资应该说存在严重的低效益问题。国内外关于 ERP实施绩效
的研究很多，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 ERP系统低效益是
由于软件选择不当或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未能得到正确的

解决所致，即多是从技术原因或者管理角度分析，普遍忽视了

企业决策者的心理感受对 ERP系统实施的影响。行为经济学
的期望理论注重分析决策者决策心理的多样性，可以弥补现

代金融财务理论在投资主体行为分析上的不足，本文拟从期

望理论的视角来研究 ERP投资低效益的问题。
一、期望理论及其启示

期望理论是由 Kahneman 和 Tversky（1979）在一系列实
验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创立，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经济学的

方法论。Kahneman于 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理论的
价值更是得到了体现。期望理论把决策过程分成编辑和评价

两个阶段。编辑阶段是对给定的各种可能情形进行事前分析，

从而得出简化的重新描述，人们通常是以获利或损失来感受

结果，而不是财富的最终状态，获利或损失总是与一定的参照

物相比较，称为参考点。参考点是经济主体评价某种情形的主

观标准。评价阶段是决策者基于编辑阶段得出的各种可能结

果，从中选择价值最高的结果。期望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投资者在面临获得或损失时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在面临获

得时，人们的表现是风险厌恶的；而在面临损失时，人们的表

现是风险追求的。这与传统金融理论的投资者在进行选择时

总是回避风险有很大区别。期望理论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对

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因而成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于

金融市场目标函数单一、数据充分，根据行为经济学解说金融

市场的行为金融学发展很快，以至于有人认为行为经济学是

专门研究金融市场的一门学科。事实上，只要符合行为经济学

基础假设（基于信息约束的有限理性假设）、理论基础（当事人

的价值感受影响行为决策）的经济行为，都适用行为经济学的

相关理论分析（殷孟波、贺国生，2003）。企业实施 ERP系统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ERP投资具有高收益、高成本、高风险
的特征。我们认为，企业进行 ERP系统投资面临的信息不对
称情况、投资行为受价值感受支配两方面的情况与金融市场

的投资行为均具有可类比性。同时，ERP系统的决策者是具
有各种认知偏差、情绪波动与独立意志的人群，其心理因素必

然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果将企业决策者视为投资

者，将 ERP系统视为被投资对象，就可以将 ERP系统的投资
纳入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采用这种全新的分析视角，有

助于深层次探究 ERP投资效益低下的内在原因。
二、从期望理论视角研究 ERP投资低效益问题
1援 企业信息化投资决策行为的定量化分析。企业信息需

求来源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是拉动企业信息化投资的内在

动力，信息技术的扩散和渗透是推动企业信息化投资的外在

动力。企业信息化既是信息技术对企业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和

生产经营管理诸领域的渗透过程，也是企业不断提高信息资

源开发利用效率，获得信息经济效益的过程（谢康，2000）。
我国企业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应用计算机信息管理。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指导方针后，国

内企业信息化建设开始成规模并普及开展。当前，企业进行信

息化建设时通常面临两种投资策略：一是渐进式的信息化实

施（或升级）模式（简称“策略 1”），二是采用 ERP集成系统模
式（简称“策略 2”）。

从投资的风险来看：策略 1是传统模式，企业依据自身发
展的需要，采取渐进式的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来讲，此模式

有较多的经验与教训可供参考，并且投资是分散和分步的，风

险相对较小。而策略 2是新模式，还处在发展成熟阶段，相对
而言风险较大。

从投资的收益来看：策略 1的 IT投资多数是企业分部门
的信息化实施和升级，如企业推行财务会计系统、物料管理系

统、销售管理系统等等，企业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保障但也

难获大的超常收益。对策略 2———ERP系统投资，不同企业的
信息化基础不同，以及流程改造的难度不同，企业实施 ERP
系统可能获得很大的收益，但也有可能收益远低于预期。

基于期望理论研究ERP投资低效益问题

于 涛 张瑞君渊博士生导师冤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本文依据期望理论分析了企业信息化投资决策行为，认为企业信息化的预期收益高估是导致 ERP投资低效
益问题的根源，而造成预期收益失真的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决策者有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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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否选择 ERP系统投资，涉及风险条件下的投资者

决策行为，我们应用期望理论，将企业信息化投资决策行为进

行定量化模拟，可以抽象为以下的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 A：选择策略 1有 100%的概率获得收益 1500元；选
择策略 2有 50%的概率获得收益 1000元，另外 50%的概率获
得收益 3000元。选择策略如表 1所示：

依据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当期望效用 U（0）越0时，有 U
（1500）<{0.50U（1000）+ 0.50U（3000）}，即策略 1的期望效用
小于策略 2。但由期望理论可知，多数人在面对利得时具有
“风险规避”倾向，投资者的理性会驱使他选择策略 1，也就是
说，企业决策者在进行信息化投资时很可能会出于保守心理，

不选择 ERP系统投资。此种现象的结论已由行为经济领域所
进行的类似实验所证实。

企业决策者在信息化投资决策时会考虑信息化资金的投

资效益，会对信息化实施收益形成一定的心理预期。当考虑预

期收益为决策的参考点时，我们有如下的两种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 B：假设企业对信息化投资的预期收益较低，如预期
收益值为 1000元，其他条件同模型 A。选择策略如表 圆所示：

在模型 B中，策略 1获益比企业的预期收益值多 500元
（即：1500元原1000元），称为策略 1的“比较获益”，而策略 2
或是达到企业的预期收益值，或是比企业的预期收益值多获

利 2000元。两种策略虽都有比较获益，但此时的企业投资者
一般会趋向于“风险规避”，即他们通常会选择策略 1。
模型 C：假设企业对信息化投资的预期收益较高，如预期

收益值调高到 3000元，其他条件同模型 A。选择策略如表 猿
所示：

在模型 C中，策略 1获益与预期收益值比较后，“比较亏
损”值为 1500元（即：3000元原1500元），而策略 2则有 50%的
可能损失 2000元（即：3000元原1000元），有 50%的可能恰好
达到预期值。此时两个策略所强调的都是信息化损失，行为经

济学理论和实践表明，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策略 2，这种选择结
果是“风险偏好”的。也就是说，此时大多数投资者愿意冒险，

而不愿接受肯定损失的结果。

依据期望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企业信息化投资选择的若

干重要结论：

（1）企业决策者对信息化投资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理性
鉴别的结果，而是在“不完全理性”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也

可以说，是人们心灵深处那种在收益面前“见好就收”，而在损

失面前“赌一把”的本性使然。

（2）企业进行信息化投资决策时，会存在“参考点效用”，
即 ERP系统投资的获利或损失是基于一定的参考点（预期收
益值）所做出的判断，因此企业是否选择 ERP系统建设，将受
制于决策者对信息化投资的期望效益。

（3）如果企业信息化投资所要求的预期收益较低，通过渐
进式的信息化实施（或升级）模式可以实现，那么 ERP系统模
式对企业就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如模型 B所示。但如果该预
期收益较高，通过传统模式很难实现，使企业产生 IT技术危
机感，此时企业决策者就会倾向于选择 ERP模式，如模型 C
所示。

2援 ERP投资低效益的原因分析。国外 ERP系统实施的
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引入、发展和普及阶段。国内 ERP的发展
不过 20多年，与国外 50多年的发展历程相比，国内 ERP 处
于刚开始普及阶段（赵泉午等，2008）。ERP实施需要软件供
应商提供适用性强的 ERP软件、高素质和经验丰富的实施团
队，需要第三方管理咨询公司的正确咨询诊断以及实施企业

对自身先天条件和需求的清醒认识。遗憾的是，国内在这些方

面存在很大的欠缺。国内 ERP投资市场在引入和发展阶段，
受制于 ERP实施情况的市场信息不够全面和充分，实施企业
在信息化投资前难以做到“知己知彼”，难以进行理性选择。张

瑞君等（2008）通过对 2001耀2005年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
年报披露信息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企业 ERP投资信息披露的
可比性、一贯性较低，ERP投资的风险性未进行披露；国内上
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对于 ERP投资信息披露的行为与美国
上市公司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该研究还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完

全是把 ERP项目建设的信息作为对其“锦上添花”或者“雪中
送炭”的“利好”消息在董事会报告中进行披露。

还要看到，企业进行 ERP投资选择时，系统提供商对软
件产品的宣传推广中往往只强调收益而淡化风险，导致实施

企业普遍对 ERP系统的投资收益预期过高，期望一次投资就
能解决相关管理问题（熊泗洲，2003）。ERP系统是先进管理
模式的代表，ERP投资收益预期将极大地影响或者决定企业
对本阶段信息化投资的收益预期。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 ERP
投资收益预期高估将直接导致企业对信息化投资的预期收益

高估。因此，对拟实施信息化或升级的企业而言，模型 C（选择
ERP 投资模式）将是更可能出现的现实选择。陈国青等
（1999）已发现，与发达国家企业信息化进程呈现“内涵式层次
推进”相比，我国企业信息化基础薄弱、需求迫切，实施 ERP
的学习曲线呈陡峭攀升趋势。根据赛迪顾问（CCID）的统计，
至 2007年我国 ERP系统市场规模已占国内全部管理软件市
场的一半左右。

ERP系统投资规模大、实施费用高、周期长，且涉及企业

策略1
策略2

比较亏损1（概率)
-1 500元（100%）
-2 000元（50%）

比较亏损2（概率)
原

0（50%）

表3 信息化投资收益预期较高时的选择策略

策略1
策略2

获益1（概率）
1 500元（100%）
1 000元（50%）

获益2（概率）
原

3 000元（50%）

表1 信息化投资决策的选择策略

策略1
策略2

比较获益1（概率）
500元（100%）

园（50%）

比较获益2（概率）
原

2 000元（50%）

表2 信息化投资收益预期较低时的选择策略

阴窑74窑 援 下旬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管理变革、流程再造、相关人员素质等诸多因素，存在着巨大

的投资风险（Poston、Grabski，2001）。而国内企业普遍存在内
部数据管理混乱和信息文化落后，大量中国企业信息化项目

出现“欲速则不达”的后果（王云峰等，2005）。
综上，由于为数众多的企业选择 ERP投资是信息不对称

下的非理性抉择，企业实际上并不具备实施 ERP 系统的条
件，国内 ERP投资在整体上的低效益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从国外经验看，ERP 系统实施进入普及阶段后，随着
ERP系统在不同企业的重复实施，实施企业、ERP软件供应
商、管理咨询公司三方对系统实施的信息对称程度会有极大

的改观，此阶段的 ERP投资效益相比引进、发展阶段会有很
大的改善。

三、结束语

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内许多企业为 ERP系统实施投入了
大量的经济资源，却未获得预期的投资效益。通过应用期望理

论分析 ERP系统投资的低效益问题，我们认为，企业对信息
化实施的预期收益高估是导致 ERP投资低效益问题的根源，
而造成预期收益失真的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决

策者有限理性。

由行为经济学理论可知，人们在决策时拥有的信息越少，

对面临的问题的感觉就越抽象；而越是抽象的东西，人们在决

策时就越容易受到心理和情绪的影响（陆家骝等，2004）。企业

决策者如何克服信息化投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避免 ERP
系统成为“烧钱工程”的关键。

ERP系统实施对企业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企业决策者
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要在信息化投资时尽可能充

分地收集 ERP实施的相关信息，这样由投资决策非理性行为
所造成的预期收益偏差才会小一些，在投资决策时受心理因

素的影响也会弱化些。随着国内 ERP系统实施迈入普及阶
段，投资者对 ERP系统的价值感受将逐步回归理性，良性的
信息化投资市场会逐步形成，ERP投资在整体上的低效益问
题未来会逐步得到解决。

【注】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野IT环境下价值链
管理与价值链会计冶渊项目批准号院70372066冤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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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的研究认为，将

环境和财务信息一体化对清洁生产投资会产生负面作用，因

此大部分中小型企业都没有深入挖掘清洁生产技术的全部潜

力来减少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开拓市场机会、节约成本以及增

强企业竞争力。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很多文献用环境管理会计

（EMA）工具为管理者提供与环境相关的信息。EMA不仅可
以帮助企业向着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且能够帮

助政府实现环境政策目标，即让企业自愿采用 EMA而不是
通过命令和法规来强制施行。以下以菲律宾碾米厂的成功案

例来介绍企业如何在清洁生产中使用 EMA工具，以期为我

国企业提供一些借鉴。

一尧EMA和清洁生产
根据 IFAC的《管理会计概念》，EMA是通过设计和实施

适当的与环境相关的会计系统和管理系统，对环境业绩和经

济业绩进行的管理。虽然有些公司可能还包括环境报告和环

境审计，但是典型的 EMA包括寿命周期成本计算法（LCC）、
完全成本计算法（FCA）、环境投资决策和环境业绩评价。根据
联合国 EMA 专家工作小组的定义，EMA 被广泛地定义为
“为满足组织内部决策的需要，而对两类信息的确认、收集、分

析和使用———与能源、水资源和原材料（包括废弃物）的使用、

利用环境管理会计工具实现清洁生产

—菲律宾碾米厂案例研究

朱 靖 陈艳秋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成都 610054）

【摘要】本文通过对菲律宾一家碾米厂的案例研究，检验了环境管理会计作为一个工具是怎样支持企业发展清洁生产

的，以期为我国环境管理会计与清洁生产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环境管理会计 利用废热发电 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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