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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企业业务的快速变化和需求的增加，带动了企业管理上的变革，信息化在变革中的作用也越
来越重要。
随着企业业务需求增多和不同应用系统的开发使用，而这些应用是独立的、没有关联的，因此就逐渐
形成了企业的“信息孤岛”。
解决“信息孤岛”，已经成为企业管理变革重中之重。
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架构思想来改变并解决企业的“信息孤岛”，而SOA（它是面向服务架构的英文
缩写）的诞生正是为了企业彻底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要深刻认识SOA，我们就需要脱离IT的范畴来看SOA。
SOA反映的是什么理念？
什么思想？
有一次，我参加一位太极拳大师的讲座，他说：如果你能理解“心志要到，招式要对，气血要通，快
速适应变化，四两拨千斤”的思想，你就能练好太极拳。
我经过仔细琢磨，领悟到这几句话正是SOA的根本。
第一，心志要到。
 要练好“太极拳”就要没有杂念。
SOA也是一样，要做好SOA，心志也要到。
不是为了跟风，不是为了随大流，就是为了做好SOA。
　　第二，招式要对。
太极拳里有不同的招式，例如白鹤亮翅、单鞭、野马分鬃等等，把这些招式以不同的次序连起来，就
是一个太极拳的套路。
在SOA中，每一个业务单元对应一个服务，把这些服务连起来以后，它就是企业的业务流程。
正如太极拳中的招式可能被重复使用一样，SOA的服务也是可以被重复使用的。
重用是SOA最根本一个思想。
 重用有什么作用呢？
重用可以减少投资，即它可以很快的把原来做的系统利用起来，充分利用原来的投入和IT资产。
第三，气血要通。
“太级拳”最重要的是气血通。
气血通很重要，因为它对人的生命至关重要。
SOA也是一样，IT系统也是有生命的。
它的生命是什么？
它的生命是信息的流动，信息在不同系统之间的流动。
SOA的关键是要有连通性，即不同系统、不同应用之间的互联互通。
第四就是快速适应变化。
太极拳一般不主动出击，而是随对手的变化而变化，等到对手重心不稳时，轻轻一击，便可打倒对手
，真可谓是“四两拨千斤”。
SOA具有灵活的架构，非常适应业务的变化。
可以说SOA快速适应变化的思想和太极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是整合。
中国的武术大家们常常会学习各种拳路，使自己武功高强。
这个整合各路武功的思想和SOA的整合思想是也一样的。
SOA整合各种资源，整合各种的流程，内部的、外部的、新的、旧的。
“大道至简”，SOA它就是一种思想，就如“太极拳”一样，它在里面蕴涵了的一些我国道家的根本
哲学思想。
　　我和本书两位作者相识源于在重庆实施的SOA项目。
我曾多次在重庆、青海、北京等地与两位作者相见，一起探讨SOA如何在制造行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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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行业，信息化程度和美国、西欧等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书所讲述的制造行业的信息化和企业转型对中国制造行业意义非常重大。
两位作者都是我国制造行业的信息化和企业转型的专家和实践者，他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各位致力
于我国制造行业的信息化建设的读者们是非常宝贵的。
我能应邀为本书写序是一个我深感荣幸的事情。
我也特别向读者大力推荐本书，并且坚信各位读者一定会从本书得到制造行业信息化和转型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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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很多企业都在推行战略管理、目标管理、绩效管理、项目管理和知
识管理等各种全新的管理模式，面向服务架构（soa）的新一代系统整合方法也在逐步形成，跨平台实
现界面整合、数据整合，以及流程整合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
如何才能确保这些全新的系统技术有机地融入企业现有的管理体系之中？
《自主变革的基石制造企业管理技术及soa实践》通过介绍以业务架构分析为基础的四种全新的基础管
理模式，具体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这四个管理模式即基于界面整合的企业信息门户管理、基于流程整合的业务协同管理、基于数据整合
的主数据管理，以及基于商业智能技术的可视化管理。

　　作者根据多年的摸索总结和实战经验，对企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思考。
《自主变革的基石制造企业管理技术及soa实践》观点独特，案例真实，且不乏拓展思路的全新创意。
如果你正为提升企业自主变革能力而困惑，或者正为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整合的价值而苦恼，则
不妨打开《自主变革的基石制造企业管理技术及soa实践》，与作者进行直接交流，将使你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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