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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若干问题的思考
摘　要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培养具备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和对系统内信息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能力的人才。课程设置中, 管理学、经济学及其分支课程是建立管理信息系统所需知识; 信

息管理学及其分支课程是建立管理信息系统内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所需知识。由管理学、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管理学等 4 门学科知识构成了其全新的边缘性和综合性专业定位。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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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cadem ic p rogram in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and info rm ation system is to train

studen ts w ith the ab ility of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 anagem ent info rm ation system and develop2

m ent and u tilization of info rm ation resources w ith in the system. In the curricu lum design, m anage2

m ent science, econom ics and their b ranch discip lines are necessary fo r the m anagem ent info rm ation

system , and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science and its b ranch discip lines are necessary fo r the devel2

opm ent and u tilization of info rm ation resources w ith in a system. It is an in terdiscip linary and com 2

p rehensive p rogram in tegrating m anagem ent science, econom ics,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science. 9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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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8 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院校本科

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以下简称《目录》) , 将 1994

年颁布的原目录中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信息

学、林业信息和管理信息系统 5 个专业合而为一, 设

立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使原来内容交叉重

复的 5 个专业, 特别是以原图书情报专业为背景的

信息管理类专业, 如科技信息、信息学专业从此走出

彷徨, 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自 1992 年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

息”, 引起各高校相关院系和专业的教学改革后, 有

关信息管理类专业的教学应如何开展引起众多人的

探讨和研究。信息管理类专业教育无论在理论上还

是在实践中, 的确存在培养目标、学生的知识结构、

毕业生的社会定位、信息管理类各专业的关系等扰

人的难题。而这次《目录》中设置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可使这些问题的解决落到实处, 同时为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目前,

很有必要对《目录》的有关规定做深入思考。

2　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2. 1　对培养目标的思考
《目录》规定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培养

目标为:“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科

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 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

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能

力, 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

研单位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

计、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1 ]。对

此可理解为: 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管理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和对系统内信息资源 (也称数据资源, 以下均

称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能力。结合培养目标和培

养要求, 对该专业培养的人才更为具体的表述也可

以是: 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人员、系统运行维护

和管理人员、系统数据的更新维护和开发利用人员。

如果将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和运行看作是两个工作

阶段,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就要培养出适应这

两个阶段的人员, 即当一个单位需建立管理信息系

统时, 该专业的毕业生能主持或参与分析、设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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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在已建立管理信息系统的单位, 该专业的毕业生

能做系统的运行维护和系统内信息资源的组织存

贮、更新维护与开发利用工作。这样, 就使困扰原科

技信息专业或信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清的问题得

到了妥善解决。

2. 2　对课程设置的思考
《目录》规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主要课

程包括: 管理学原理、生产与运作管理、组织战略与

行为学、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应用数理统

计、运筹学、数据结构与数据库、计算机网络、计算机

系统与系统软件、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管

理学、信息组织、信息存贮与检索 (还应有信息分析

与利用, 以使学生构成信息管理过程中从信息采集

到信息利用这一流程的完整知识结构)。笔者认为,

《目录》设置这些课程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 首先, 管

理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需要管理学的知识, 因为

只有在了解管理工作各环节后, 才能设计出自动化

的管理系统; 其次, 管理也离不开经济学的知识, 否

则将不能适应在市经济条件下管理工作的需要; 同

时, 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必须掌握计算机软

硬件的有关知识; 另外, 若要管理信息系统真正发挥

作用, 就必须对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加以管理、开发和

利用, 即对系统中的原始信息做深层的揭示, 加工成

二、三次信息并传递到决策层。所以, 可将《目录》中

的主要课程分为 4 个模块: 管理学及其分支课程; 经

济学及其分支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的计算机

课程; 信息管理学及其分支课程。这 4 个模块互为关

联, 其中, 管理学、经济学类课程是管理信息系统类

课程的知识铺垫, 而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知识是开

设管理和经济类课程所要达到的结果; 信息管理学

及其分支课程为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后, 对系统内信

息资源的管理提供了所需知识。这 4 个模块构成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知识体系。如果能将课

程内容设置好, 师资和设备配备好, 培养出来的学生

真正掌握了上述知识, 具备了培养要求所规定的能

力, 就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只有培养的毕业生合

格, 才能增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生存能力。

2. 3　对专业定位的思考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科定位, 须依据

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形成的专业知识体系来决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具备信息系统分析与

设计和对系统内的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的人

才, 并依此设置了管理学及其分支、经济学及其分

支、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的计算机知识、信息管理学

及其分支 4 个方面的课程, 从而形成了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的特色。虽然《目录》中在理学、工学门

类之下还设有其他带“信息”字样的专业, 但它们与

管理学门类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培养目

标和专业内涵方面的界限已较为分明 [2 ]。因此, 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已经能够确立自己的专业位

置, 不会陷入原科技信息或信息学专业那种游移不

定的困境。由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将原经

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信息学、林业信息与管理信

息系统专业合并, 并随原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设置在

管理学门类之下[3 ] , 而管理信息系统是依靠以计算

机为主体的现代化手段来实现各项管理工作的自动

化和现代化的, 原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本来就涉及管

理科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 在专业合并后, 又涉

及到信息管理学的领域。因此,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是由管理科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管理

学构架起来的专业, 它作为崭新的隶属管理科学的

边缘性和综合性专业, 自立于众多学科专业之林。

2. 4　对专业人才社会定位的思考
在我国, 大部分原科技信息或信息学专业所属

的信息管理类院系是由图书情报档案专业构成的图

书情报系改名而来。有学者认为, 我国的图书情报系

改名是吸取了美国相关专业的教训, 及时适应了信

息产业发展的要求[4 ]。其言下之意, 改名具有拓宽毕

业生社会适应面的意义。按原图书情报系有关专业

的培养目标来说, 图书馆学专业是为各类型、各系统

的图书馆培养人才; 档案学专业是为各级各类档案

部门培养人才; 情报学专业是为各级各系统科技情

报所 (现为科技信息所)培养人才。这种培养目标使

学生的就业有固定的行业方向, 学生入学时便知自

己毕业后干什么。去向明确有其好处, 即学生学习目

标明确, 有助于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但其弊端也显

而易见, 即限定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范围。为改变这种

弊端, 科技信息或信息学专业力图打破界限、拓宽教

学内容和专业知识体系。这些专业成立之初, 本打算

培养能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管理信息, 并能适应信

息社会的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然而, 由于相近专

业太多, 如果专业知识体系拓宽, 则与其他相近专业

界限不清, 如不拓宽, 科技信息或信息学专业就没有

前途。这种矛盾就使得原科技信息或信息学专业的

培养目标一直不能确定, 课程设置难成体系, 导致学

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或过于宽泛, 或与相近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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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体系雷同, 比如有些院校的信息管理类专业, 其

课程几乎就是计算机应用专业的课程, 并为个别学

生考上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而自豪, 而大部分学生

却因此搞不清专业定位、专业特长、毕业去向。这就

给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以及教学效果带来了不

利影响。业内众多学者对此给予了关注和研究 [5～ 7 ] ,

也表明信息管理类专业人才的社会定位问题迫切需

要得到解决。

从《目录》中的培养目标可以看出,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毕业后, 可到各级管理部门、工

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各种部门工作, 毕业

生的社会适应面仍然很宽, 这会不会重蹈科技信息

或信息学专业的复辙呢?笔者认为不会。拓宽本专业

人才的社会适应范围恰恰是原图书情报系针对其专

业社会适应面窄的问题, 采取改名措施并进行专业

改革想达到的目的。《目录》表述的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的毕业生社会适应范围虽然仍很宽泛, 但

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要求都十分明确, 考虑

到专业人才的社会定位问题, 应从学生毕业后能干

什么的角度来分析, 而不能从为哪一种部门培养人

才的角度来分析。笔者认为, 可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的人才定位表述为: 可在任何单位和部门从

事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维护、管理以及系统

内信息资源的组织、存贮、更新、开发利用的工作。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不能为某一种部门培养人

才, 而应像会计、文秘、计算机等专业那样, 为各种需

要该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部门培养人才。在我国, 信息

产业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还存在着规模小、效益

低、现代化水平差等许多问题, 信息职业也远未得到

应有的认可和重视。但国际国内迅速发展的形势表

明, 随着信息化的推进,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

才将成为社会需求热点[8 ], 任何单位都要使用现代

化手段包括现代信息手段从事管理和经营。这种趋

势表明, 社会将需要大批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人员、

运行维护人员、信息资源的管理人员。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专业就应提供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该专业知

识和能力的人才。这种既不限定毕业生就业的部门

和行业、又使之具有知识专长的社会定位, 就保证学

生既能明确学习目的, 又有较宽的适应范围。

3　结束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设立, 解决了自

1992 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信息管理类专

业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设置等问题, 为专业建

设开辟了光明前景, 但真正使专业得到发展, 真正使

人才培养符合社会的要求, 还需要做艰苦的工作。尤

其是以原图书情报专业为背景的信息管理类专业,

它们承袭的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师资队伍, 这种师

资条件虽然在对信息资源的组织、开发、利用的知识

方面有优势, 但在难度大、要求高的以计算机为主体

的信息技术、建立管理信息系统的知识方面先天不

足[9 ]。所以, 这种背景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专业的毕

业生能否达到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 面临的首要问

题是师资力量问题。由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将不同背景的 5 个专业合而为一, 就势必要求其培

养目标所需的知识重组, 因此课程内容的组织是继

师资力量问题之后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另外还存在

教材建设问题、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设备问题和与之

相关的学生实际动手能力问题。在有了教育部专业

目标的指导性政策后, 还需解决好上述具体问题, 才

能培养出合格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人才。

这将是从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和研究人

员在今后思考和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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