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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说明

成绩构成：平时70%，期末30%

平时成绩：

― IS应用及商业模型案例分析报告（每人一篇，不少于3000字）15%

― 上机实验（数据库、VB开发）10%

― 数据库操作（SQL）10%

― 结构化开发系统分析作业（BFD、DFD、ERD）15%

― 面向对象系统分析（UML）10%

― 随堂测验（一次）10%

期末考试：系统开发大作业（3人一组，B/S架构的IS）30%

课程安排：34学时

― 课堂教学：28学时

― 上机实验：6学时



Chapter 1



学习目标

了解信息系统对企业的作用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

解释为什么信息系统对今天的企业如此重要

定义一个信息系统并描述它的管理、组织和技术要素

定义互补性资产，并解释互补性资产是如何确保信息系统为组织带来真正的价值的

描述用于研究信息系统的不同学科并解释每个学科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信息系统的

解释什么是社会技术系统观点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全球化Globalization-维基百科

 全球化是指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

 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

 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全球化

 产业全球化

 制造业外移，中国把握住机遇，目前美国倡导制造业回归美国

 服务业外移，印度由于语言的优势抢占了先机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企业各项资源的整合利用；

 跨国公司对自然资源和人才的掠夺；

 市场全球化：贴近市场，实现全球范围的市场资源优化

 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冲击、融合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标准或律法的通行，例如版权法

 国际贸易的增长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

 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

 各种文化的融合及创新

 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例如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出口

 文化多样性的减少

 贫富差距可能扩大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

 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

 恐怖主义也在全球化，参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分子很多时候不在本国行动，而且与本国无关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信息化 Informatization-维基百科

 通常指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特别是促成应用对象或领域（比如企业或社会）发生

转变的过程

 例如，“企业信息化”不仅指在企业中应用信息技术，更重要的是深入应用信息技术所促成或能

够达成的业务模式、组织架构乃至经营战略转变

 “信息化”用作形容词时，常指对象或领域因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所达成的新形

态或状态

 例如，“信息化社会”指信息技术应用到一定程度后达成的社会形态，它包含许多只有在充分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才能达成的新特征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信息化定义

 中国政府：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日本政府：信息化是向信息产业高度发达且在产业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社会——信息社会

前进的动态过程，它反映了由可触摸的物质产品起主导作用向难以捉摸的信息产品起主导

作用的根本性转变

 Randy Kluver：万维网及其他通讯技术等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以致

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文化和经济方面种种障碍的过程。信息化是一个由此信息与通讯技术将

会塑造文化和公民领域的过程。

 G. WANG：对于信息化和信息技术加以运用，以致它们成为控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

方面发展的主导力量；信息生产和传播在其速度、数量和普及程度方面史无前例的增长



信息化的社会经济涵义

– 信息化就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 信息化是人们信息活动的规模不断增长以至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

是继工业化之后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整个人类文明

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 工业化为信息化准备了必要的社会、经济与技术条件，信息化又把工业化形成

的社会生产力推向更高的阶段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信息化的社会影响

 经济领域，人们将信息视为发展的焦点资源，从而取代了工业时代劳动力

和资本的中心地位

 政治领域，民主参与的机会增多，且信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更

便于获得有关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信息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信息化在经济制度之中的作用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经济学指的是稀缺资源的优化，而信息时代则关

心的是丰富资源的最大化

 信息成为一种优势商品或资源（战略资源）

 知识的积累和有效使用在经济的发展当中已经发挥了关键作用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综合作用
 全球化与信息化已经“重新定义了工业、政治、文化，甚至或许还有社会秩序
的基本规则”

 经济方面

➢ 经济高速增长，全球各个角落实现大发展

➢ 使信息得以有效流动，改变了物质流动的形式和方式

 社会政治

➢ 有可能削弱国家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概念，随着国家地位重要性的下降，
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超强个人”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地位。这种
局面不可避免地就为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过程带来了种种挑战

➢ 形成基于信息网络平台的全新民主化模式

 社会文化

➢ 对社会文化和社会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第三代

依靠实物为载体

- 竹简、帛、纸

- 马匹、轮船、火车、
飞机

第二代第一代

以电波为载体

- 电话

- 电报

-FAX

以电脑通讯为载体

-Internet

- 手机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与信息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



农业革命

工业革命

信息革命

时
代

⚫内燃机发明
⚫电力应用
⚫电报与电话

⚫ IT技术进步
⚫经济全球化

变革程度

⚫工具发展
⚫土地所有制

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

知识经济

工厂

虚拟企业

农场

0.1全球化与信息化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

与信息方式变

化之间的关系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2012年，美国企业花费超过5400亿美元，用

于购买信息系统硬件、软件和通信设备；另

外花费6500亿美元购买业务和管理的咨询和

服务，其中很多用于企业运营的再设计，以

保证有效利用这些新技术。

⚫ 咨询服务费用超过传统的软硬件

⚫ IT管理咨询的作用是调整企业运营架

构和模式，以适应和最大化信息技术

的效用



1.1.1 信息系统如何转变企业

– 截止2012年6月，全球超过1.04亿家企业注册了网站

– 截止2015年6月，中国网购人数4.17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美国有1.84亿

人在线购物，其中1.5在线交易（whois，2012）

– 2015年，中国每天国内快递5500万个；2012年，FedEx每天在全球运送超过900万个包

裹（其中美国境内600万），UPS每天全球超过1500万件

– 2012年，美国在线阅读报纸人数突破1.5亿，6700万美国人每天观看网络视频，7600万

美国人每天浏览博客，2600万人撰写博客

– 企业利用社会化网络，将分布在全球的员工、客户以及管理者联系在一起

– 许多世界500强企业在Facebook、Twitter、Tumbler中拥有账户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图片来源：《2016年中国网络购物行业监测报告》http://sanwen8.cn/p/2183uxV.html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图片来源：《双程速递看2016年中国快递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http://mt.sohu.com/20160623/n455878722.shtml



1.1.2 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变化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2 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变化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2 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变化



1.1.2 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变化

– 技术领域出现的三个变化：移动数字平台的出现、“大数据big 

data”商业应用的出现、“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发展

– 移动数据平台：颠覆传统的时空观

– 大数据：个人信息全记录、新的金矿

– 云计算：远程超强计算能力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3 全球化挑战与机遇：世界是平的

– 互联网大大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营成本

– 增加了对外贸易和外包服务

– 产品流动：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的经济交流和相互影响

– 工作岗位流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外移至中国，服务业外移

至印度

– 跨国供应链，网络化设计与制造

– 挑战和机遇并存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互动讨论——管理：在掌心运作业务

– 本案例描述了哪些类型的应用？这些应用支持哪些业务功能？它

们是如何改善运作效率和决策的？

– 指出本案例中企业利用移动数字设备解决的问题。

– 哪种企业最有可能从给员工配置移动设备中受益？

– 讨论这句话的含义：iPhone不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而是行业的转

变者。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4 新兴的数字化企业

– 数字化企业（digital firm）：企业和客户、供应商和员工的重要商业关

系几乎完全可以借助数字化实现，通过覆盖整个企业或连接多个企业的

数字网络完成核心业务流程。

– 业务流程（business process）：组织按照时间顺序开发的、逻辑上相关

的一系列任务和行动，以产生特定的业务结果以及组织与协调业务活动

的特定方式。企业完成业务流程的方式是一种竞争优势的来源。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4 新兴的数字化企业

– 数字化企业的表现

• 重要商业关系借助数字化实现

• 通过数字网络完成核心业务流程

• 核心公司资产实现数字化管理

– 数字化企业在组织和管理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 时间转移、空间移动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5 信息系统的战略业务目标

– 企业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执行企业战略并实现企业目标的能力之间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

– 商业公司对信息系统的大量投资主要用于实现六项战略业务目标：

• 卓越运营

• 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

• 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密切关系

• 改善决策

• 竞争优势

• 生存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组织与信息系统相互依存



1.1.5 信息系统的战略业务目标

– 信息系统的商业目标：卓越运营

• 改进运营效率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 信息系统和技术是实现更高运营效率和生产率的重要工具

• 沃尔玛的零售链管理系统（Retail Link system）连接供应商与每

一家沃尔玛的零售商店，实现卓越的补货系统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5 信息系统的战略业务目标

– 信息系统的商业目标：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

• 商业模式: 描述企业如何通过生产、运输和销售产品或服务来创造财富。

• 信息系统和技术是创造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的主要驱动器。

• 例如: 苹果公司iPad、谷歌安卓操作系统、和 Netflix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5 信息系统的战略业务目标

– 信息系统的商业目标：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密切关系

• 很好地服务客户会使客户成为回头客，从而增加收入和利润

• 例如: 高端酒店利用计算机追踪顾客偏好，并对环境进行监控和客制化

• 与供应商的密切关系可以让供应商提供重要输入信息，从而降低成本

• 例如: 杰西潘尼（JC Penney）的信息系统连接销售记录和合同制造商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5 信息系统的战略业务目标

– 信息系统的商业目标：改善决策

• 没有正确的信息:
• 管理者必须依赖预测、猜测和运气

• 结果导致:

• 生产过剩或不足

• 资源分配不合理

• 响应时间拖延

• 这些糟糕的结果导致成本上升、客户流失

• 例如: 威瑞森电信（Verizon）利用基于Web的数字仪表盘为管理者提
供关于客户抱怨、网络性能、线路中断等的实时数据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5 信息系统的战略业务目标

– 信息系统的商业目标：竞争优势

• 更好的绩效

• 产品质优价廉

• 实时响应客户和供应商需求

• 例如: 苹果公司、沃尔玛、UPS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1.1.5 信息系统的战略业务目标

– 信息系统的商业目标：生存

• 信息技术是企业运营所必需的

• 行业变革

• 例如:花旗银行推出ATMs

• 政府法规要求保留记录

• 例如: 有毒物质控制法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1.1 当今商业中信息系统扮演的角色



信息

系统

信息和信息技术

– 信息 vs. 数据

• 数据是原始事实的符号串，数据是原料，而信息是产品；经过加工的、有意义的数据
才是信息

• 载体上反映信息内容的物理符号或信号，在信息处理中称为数据

• 数据是信息的物理表现形式，信息是数据的内容

• 数据是一组表示数量、行动和目标的非随机的可鉴别的符号。它可以是字母、数字或
其他符号，如S，也可以是图像、声音或者味道。数据项可以按使用的目的组织成数
据结构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信息和信息技术

–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主要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术的总称。包括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各个方

面，即信息的产生、收集、交换、存储、传输、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加工和

利用等技术

• 现代信息技术“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为特征”，因而常被称为信

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MIS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1 什么是管理信息系统
– 一个由人、计算机等组成的能进行信息的收集、传送、储存、加
工、维护和使用的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能实测企业的各种运行情
况；利用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从企业全局出发辅助企业进行决
策；利用信息控制企业的行为；帮助企业实现其规划目标

– 信息系统是由计算机硬件、网络和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信息
资源、信息用户和规章制度组成的以处理信息流为目的的人机一
体化系统

– 利用现代计算机及网络通讯技术加强企业的信息管理，通过对企
业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设备、技术等资源的调查了解，建
立正确的数据，加工处理并编制成各种信息资料及时提供给管理
人员，以便进行正确的决策，不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
益。企业的计算机网络已成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及提高企业管理
水平的重要手段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1 什么是管理信息系统

– 管理信息系统内涵

•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一体化系统或集成系统，就是说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企业的信息管

理是从总体出发，全面考虑，保证各种职能部门共享数据,减少数据的冗余度，保证数

据的兼容性和一致性

• 严格地说只有信息的集中统一，信息才能成为企业的资源

• 数据的一体化并不限制个别功能子系统保存自己的专用数据,但为保证一体化，首先要

有一个全局的系统计划，每一个小系统的实现均要在这个总体计划的指导下进行；其

次是通过标准、大纲和手续达到系统一体化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1 什么是管理信息系统

– 信息系统通过三类活动产生组织所需信息

• 输入:获取组织内外的原始数据

• 处理: 将原始数据转换成有意义的形式

• 输出: 将处理后的信息传递给需要使用的人或活动

– 反馈: 

• 信息输出返回给组织里合适的人员，帮助他们评估或校正输入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1 什么是管理信息系统

– 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

• 信息系统包含组织或组织所处环境
的信息，通过三种基本活动—输入、
处理和输出产生组织所需的信息。
反馈是输出返回给组织里合适的人
员，帮助他们评估或改善输入。环
境参与者，如顾客、供应商、竞争
者、股东和管理机构等，与企业组
织和其信息系统之间相互影响。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1 什么是管理信息系统

– 信息系统不只是计算机

• 要有效地使用信息系统，就需要

理解形成系统的组织、管理和信

息技术。当信息系统成为公司应

对外部环境挑战时的组织和管理

解决方案时，就为企业创造了价

值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信息技术与管理过程的技术融合



信息系统构成内容

① 计算机硬件系统

② 计算机软件系统

③ 数据及其存储介质

④ 通信与计算机网络设施

⑤ 非计算机系统的信息收集、处理设备

⑥ 规章制度

⑦ 工作人员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2 信息系统的维度

– 组织

• 权利和责任层级

• 高层管理

• 中层管理

• 操作层管理

• 知识工作者

• 数据工作者

• 生产或服务工人

– 商业组织的管理层级结构包含三个基本层次：高层管理、中层管理和操作层
管理。信息系统服务于每个层级的工作。科学家和知识工作者通常与中层管
理者一起工作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2 信息系统的维度

– 组织

• 业务职能的划分
• 销售和营销

• 人力资源

• 财务和会计

• 制造和生产

• 独特的业务流程

• 独特的企业文化

• 组织政治



事务处理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Process

运作信息处理 Oper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

战术信息处理 Tactic Information Process

Operation

Tactic

Transaction

战略信息处理 Strategy Information Process

Strategy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管理系统层次结构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2 信息系统的维度

– 管理

• 管理者制定组织战略来应对商业挑战

• 管理者必须创造性地行动

• 创造新产品和服务

• 时不时地再造组织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2 信息系统的维度

– 信息技术

•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 数据管理技术

• 网络和通信技术

• 网络、互联网、内联网和外联网、万维网

• IT基础设施: 提供构建系统所需的平台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3 IT不仅仅是技术—信息系统的业务视角

– 信息系统是创造价值的工具

– 信息技术投资会带来高额回报

• 生产效率的提高

• 收入的增加

• 长期领先的战略地位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3 IT不仅仅是技术—信息系统的业务视角

– 企业信息价值链

• 原始数据被采集，并经过不同阶段处理后不断增加其价值

• 信息系统的价值很大部分取决于该系统能多大程度上改善管理决策、

提升运营效率及提高公司盈利

– 业务视角:

• 关注信息系统的组织和管理特性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3 IT不仅仅是技术—
信息系统的业务视角

– 企业信息价值链

• 从业务视角来看，信息系

统是一系列获取、处理和

分发信息的增值活动的一

部分，管理者可利用这些

信息改善决策制定，提升

组织绩效，最终提升公司

的盈利能力。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4 互补性资产：组织资本和合适的商业模式

– 信息技术投资本身并不能保证获得良好的回报

– 信息系统投资带给企业的回报差别很大

– 因素

• 采用合适的商业模式

• 投资互补性资产 (组织和管理资本)

– 一般而言，尽管信息技术投资收益高于其他资

产的投资回报，公司间仍存在较大差异



1.2 信息系统的各种观点

1.2.4 互补性资产：组织资本和

合适的商业模式

– 互补性资产是指：

• 确保基本投资获得价值的资产

• 投资技术的同时，又支持对互补性资产

投资的企业会获得高额收益

• 例如:投资技术和人让系统有效地工

作

– 互补性资产包括: 

• 组织资产，例如:

• 合适的商业模式

• 有效率的业务流程

• 管理资产，例如：

• 对管理创新的激励

• 团队和协同工作环境

• 社会资产，例如:

• 互联网和通信基础设施

• 技术标准



1.3 信息系统的现代方法

信息系统所处理的问题和见解来自技术和行为学科的贡献

1.3.1 技术方法

– 强调数学模型

– 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

1.3.2 行为方法

– 行为问题（战略业务整合、实施等）

– 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



1.3 信息系统的现代方法

1.3.3 本教材的方法—社会技术系统

– 管理信息系统

• 将行为问题与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和实践导向结合起来

– 四方行动者

• 软硬件供应商

• 商业公司

• 管理者和员工

• 公司外部环境（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



1.3 信息系统的现代方法

1.3.3 本教材的方法—社会技术系统

– 只有运营中所涉及社会和技术两个系统同时最优化，组织绩效才会达到最佳

– 有助于避免单纯用技术方法来研究信息系统



基于Michael E. Porter的竞争战略分
析

– 五力模型（five forces model）

–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降低买方能力、忠诚计划

–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提高卖方能力

– 替代品或服务的威胁：提高转换成本

– 新进入者的威胁：设置进入壁垒

– 同行业竞争者的竞争：基于CRM、SCM的综合能力提

升

1.4 企业战略与信息化



Michael E. Porter的三个一般战略

– 成本领先战略

– 降低总成本，提供同样的或者更优质的服务能力

– 产品差异化战略

– 与Internet相结合，创造差异化服务或产品

– 集中化战略

– 面向更大的市场，选择特定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

1.4 企业战略与信息化

集中化战略

产品差异化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



未来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

– 建立竞争优势

– 提高效率

– 提高质量

– 加速创新

– 提供顾客满意度

– 信守社会道德和伦理

– 管理多元化

– 应用IT/IS提升管理能力

1.4 企业战略与信息化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