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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航集团的信息化建设之路  

在 TPM 系统上线之前，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航)信息管理部运行

维护中心经理李宁经常要到分公司进行维护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出差跑三个地

方。 同事开玩笑说部门差旅费用的额度差不多都被她一个人用掉了：“系统上

线后，我的差旅费连过去的 1/10 都不到。另外，我们的货运管理工作主要是在

晚上进 行，过去我每天晚上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随时准备从家里到机场去救

援。现在终于可以安稳地入眠了。”李宁兴奋地告诉记者 IBM Tivoli 

Provisioning Manager 和 Tivoli Remote Control 系统上线前后对自己工作和

生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TPM 释放了 IT 人员的生产力 

山航的前身山东航空公司于 1994 年经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山东省政府批准成

立，主营航空运输业务。由山东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等股东发起成立。被誉为“齐

鲁之翼”的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是在山东航空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事

航空运输相关产业经营的企业集团公司。 

山航十分重视企业 IT 系统与业务的整合，始终探索着信息化与业务完美融合之

道。十多年来，山航的飞行保障系统、营销等重要核心业务系统都已经实现网 上

系统流转，公司业务已与 IT 系统完全整合。随着业务的发展以及 IT 基础设施的

不断扩张，如何实现桌面机的管理和维护，对于山航信息部门而言，成为越来越 

迫切的工作。 

山航面对的挑战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先，山航本部，济南、青岛和烟台飞行基地，

共有桌面机 1200 余台，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由于购置时间长短不一，桌 面机品

牌、型号和配置差别也非常大；其次，山航信息部门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

工作人员虽然技术素质过硬，但是也很难确保对每台桌面机的维修，都可以在 第

一时间到达故障现场；第三，本着山航“以人为本”的原则，也需要将工作人员，

从大量的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人力资源配置在最重要的岗位上。 



经过山航与 lBM Tivoli 销售团队的深入沟通，最终，山航选择了 IBM Tivoli 

Provisioning Manager 和 Tivoli Remote Control 管理解决方案，以解决数据/

基础设施安全、成本管理、用户生产率、软件管理和资产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IBM Tivoli 旨在通过在整个 IT 服务周期中实现可视化、可控化和自动化，以帮

助企业实现业务价值，成功上线后迅速给山航带来明显的效益。例如，通过一台

控制台服务器就实现了包括机场、办公大厦、青岛、烟台、厦门等分公司所有

IT 资产的管理与维护。 

“TPM 最关键的是建立起了标准化的系统管理，大大提高了 IT 人员的工作效。

原来我们光前端维护方面的工作十几个人都忙不过来，通过 TPM 系统的实施，现

在有几个人就可以完成了，而且维护的质量和效果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山航信

息管理部总经理陈杰说。 

山航集团的信息化建设之路 

陈杰于 1992 年加入山航负责通信管理工作，之后担任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曾获

得“2005 年山东省优秀首席信息官”。山航信息中心一班人马在陈杰的 带领

下，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以较低的信息化投入建设了比较齐全的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化基本覆盖了所有业务，企业注重应用信息手段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业务收 

入，企业信息化达到了较好的目的。 

一、全面规划，建设适应企业发展要求的信息化 

企业信息化是一个管理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信息资源是企业重要的资源之

一，开发信息资源，既是企业信息化的出发点，也是企业信息化的目标。山航 的

IT 团队在信息化之初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密切关注 IT 技术的发展方向，结

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全面规划企业信息化工作，避免了许多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 

走过的弯路。 

1．信息技术发展方向与企业战略发展方向紧密结合。山航在信息化过程中，始

终坚持采用主流技术的原则。主流信息技术往往代表信息化发展的方向，也能体

现最好的信息化理念；采用主流信息技术开发的产品可以获得有力的技术支持，

产品易成熟。 

山东航空在短短的十年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度惊人，规模急剧膨胀，

信息化工作相应也要快速进行。采用主流信息技术，产品容易调整，信息技术人

员培养较快，开发、维护能力迅速增强，确保了信息化工作适应企业快速发展的

需要。 

2．重视信息化建设的长远规划和可行性论证问题。山航在开始较大的系统建设

之初，要组织业务部门、信息化人员、系统供应商和有关专家进行多次论证， 形

成科学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把风险降低到最小。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公司

每年修订和完善信息化建设规划，在通信网络的规划建设上坚持先进性、可靠性、 

安全性、实用性，并具有充分的扩展余地。在系统规划建设上强调“精品”意识，



要求系统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并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以适应公司

信 息化发展的需要；采用硬件备份和相关的软件技术提供较强的安全措施；以

较低的成本、较少的人员投入来维持系统运转，提供高效能与高效益。此外，项

目在具体 实施前都尽可能进行小范围的试点，以验证系统的运行效果和积累经

验，为全面推广做准备。 

二，强化效益意识，注重降低成本 

企业信息化的最终目的是开发信息资源、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优化企业结构、谋

求新形式下的竞争优势。而强化效益意识，借力信息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则是信

息化在山航的直接效果。 

信息化建设投入是高额的投入。这种投入和产出不比其它资产的投入和产出，不

能立竿见影。它长期起作用，创效益，在不断深化中向管理要效益。虽然如此，

山航 IT 团队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依然非常注重如何降低信息化的成本，也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三、整合信息化人才资源、系统资源和信息设备 

信息化可以使企业资源向着有别于传统模式的高效业务模式转化，它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一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队伍来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和进 

行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因此，建立主管网络建设和信息服务的独立 IT 部门是

十分必要的。2001 年，山航组建了信息中心，并开始进行公司范围的系统资源

整 合，逐步将市场部管理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定座(QuickRes)系统、常旅

客系统、24 小时订送票服务热线(96777)系统、代理人多舱位结算系 统；机务

工程部管理的机务工程管理(MES)系统；货运部管理的货运系统；青岛分公司程

控交换机等系统和设备及主要维护人员划归信息中心统一管理。本着便 于维护、

合理使用的原则，将货运的机房及设备并入 FOC 机房，机务机房及设备并入网络

机房，市场部位于山航大厦的设备并入信息中心大厦机房，完成了机房设 备的

整合。 

信息资源的整合促进了机构、人员编制、业务流程的科学设置。反过来，科学的

统一管理和维护又使信息工作的开展更加顺畅，保障能力和系统开发水平显著提

高。 

四、优化、改造原有流程，提高生产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1．通信网络是信息系统的基础。公司的网络中心设在济南市二环东路山东航空

大厦，通过光纤连接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青岛分公司、烟台基地，各驻外机构 通

过 VPN 与公司联网。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以光纤为骨干、以 VPN 为辅助的广域网。

同时，利用公司现有的计算机及电话网络开通了济南总部、青岛分公司及烟 台

基地间的内部 IP 电话。四地之间的电话、传真、电话会议完全运行在自己的内

部网上，节省了大量长途话费，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通过 VPN 联网，不 

需申请专线，联网费用很少，适合各过夜基地、各营业部与公司总部的网络联接，

应用卓有成效。 



网络管理采用有效的安全措施，确保网络运行安全、可靠、稳定。 

2．生产运营系统有力的保障了航空安全。 

(1)航班运营控制系统(FOC)与机组排班系统。该系统覆盖航班生产的各部门各环

节。公司通过 FOC 系统的实施，建立了高效运行指挥平台，使生产 更加有序化、

整体化，使飞行处于完全的受控状态，提高了安全生产水平，逐步实现了与国际

上先进的运行控制方式接轨。通过机组排班系统，使机组排班搭配更加 科学合

理，有效的利用了飞行员资源，降低了飞行安全风险。 

(2)机务工程管理系统(MES)。该系统涵盖了山航机务工程部的各项管理业务，主

要包括工程管理、质控、维修计划管理、航材管理等。该系统对于整个公司的安

全运营起着重要作用。 

(3)飞行人员网上准备系统。飞行人员可以在家中访问公司的网上准备网站完成

规定的飞行准备步骤，查向包括航班计划、飞机状况、各机场的气象、航行 通

告、航行情报、民航管理当局、公司及各部门下发的各类文件、随机抽取的特情

准备资料、本人的飞行品质监控等多种综合信息和个人信息，保障了飞行准备的

顺 利进行。 

3．运营管理系统提高了效益，降低了成本。 

(1)财务管理系统与全面预算系统。1998 年 6 月 23 号，山航与天津民航学院，

浪潮集团联合开发的“单机定包财务软件”，通过专家鉴定，填补了我 国民航

界的一项空白。后期我们建设了全面预算管理系统，配合财务系统使用，能最大

限度的减少航油、航材的使用，控制飞行成本，提高智能化管理水平，为领导 决

策提供准确的数据。此项成果获民航科技进步二等奖。 

(2)销售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通过该系统对航空公司的客运销售数据进行采集

整理分析，使决策层能够在次日就得到前一天任何一条航线、任何一个城市的销

售情况，从而对进一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3)航线收益分析系统。通过使用该系统，公司领导可以比较准确的得到每天客

货运收益情况，有利于决策分析。而该系统涉及到财务、市场、货运、运行、地

服、机务、飞行等公司主要部门，通过系统应用，把公司的主要部门有机的结合

起来。 

“齐鲁之翼”山航正在信息化强有力的支撑下展翅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