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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业绩管理（DPM）系列的首篇中，我们探讨了数字化业绩管

理在企业中的应用情况。文章中指出，为了有效提高决策的精确性与速度，

诸多企业正在加速部署数字化业绩管理。然而，尽管相关投资逐年上升，

业绩管理的成效却未带来明显改进。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举例说明了企业

在底层设计思路上存在的一些盲区。 

本篇将深入探讨两点：一是正确的数字化业绩管理投资将能显著提升

团队决策的清晰度；二是在后疫情的新常态下，如何确保企业的数字化业

绩管理投资能满足团队的运营和决策需要。 

一目了然，讲好业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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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数字化业绩管理讲的故事直观、清晰。尽管人类认知体系纷繁复

杂，但最吸引人的还是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叙述方式。如果缺乏清晰的

故事线，再炫的大片也只是无价值的彩色噪声。同理，企业在投资数字化

技术时，如果重点模糊，信息呈现杂乱无章，最终也只会沦为“背景板”。 

“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故事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Stan 

Lee(斯坦·李) 

数字化业绩管理 DPM 中的“P”代表业绩。虽然在讲业绩故事时需要

一目了然，但数字化业绩管理并非一个完整剧本，甚至不是剧情简介。换

言之，企业需要用一句话说服观众。 

正如首篇文章所言，好的数字化业绩管理应始终遵循效率至上、通俗

易懂的“1-3-10”原则： 

在此过程中，软件是否不可或缺？答案可能模棱两可。一个通俗易懂

的数字化业绩管理无需复杂的设定，可能在纸上匆匆几笔就能画出。如果

过分复杂，便意味着我们需要简化信息输入。当然，企业完全可以借助软

件，实现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维护（以确保准确性），并在组织上下进行共享。

相比之下，给纸上的图拍照，再发送给所有员工就不甚理想了。 

但无论企业选择现成的解决方案还是定制化的系统，在数字化工具的

使用上都需要遵循如下原则： 

灵活应对，思考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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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优秀的系统都离不开技巧娴熟的操作人员。因此，企业在建立数

字化业绩管理时首先需考虑以下人为因素： 

不仅信息化基础薄弱的企业须要思考上述问题，一些企业有了 ERP、

MES 等工厂信息化的基础系统也需要反思，企业为何耗费了大量时间在确

保数据准确性、来源、时效性等基础工作中。以某推动精益管理的钢铁企

业为例，由于数据信息来源不统一、不同专业统计口径有别、现场大量表

计缺失或不准确，每个持续改进项目中约有 30%的时间被用于基础的数据

梳理计算以及在管理、生产、技术与质量部门之间的反复沟通确认中。由

此可见，企业需要对的数据、来源、时间地点、人与决策来有效落实业绩

管理（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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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企业也需思考，数字化业绩管理系统是否能够满足企业在新常

态下的决策需求？ 

基于我们在职场方面的洞见，在未来的混合办公模式下，集中办公规

模、数据收集方式，以及决策流程都将大幅调整。员工愈发青睐混合办公

模式，雇主也在主动调整相关政策，以在激烈的“人才保卫战”中胜出。 

新常态离不开新技能、新思维，以及新型决策方式。当然，也离不开

新型可视化技术（甚至是新软件）、新的分析方式的支持。虽然这一道理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6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