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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 19 9 0 年至 20 0 6 年 M IS 领域 H CI 论文文献进行实证研究
,

从研究主题
、

研究

方法
、

参考学科
、

分析层次
、

研究情境
、

个体特征 6 个角度分析了我国 M IS 领域 H C I 研究的现状
,

并通过 与国

外相关研究的比较
,

发现我国 M IS 领域 H CI 研究在研究主题
、

研究方法和研究情景方面存在的差距
。

最后

对今后我国的 H C I研究做出展望
,

指出对我国学者有价值的 H CI 研究领域
。

关扭词 管理信息系统 ( M I )S
,

人机交互 ( H CI )
,

评述

中圈分类号 C 9 3 1
.

6

, 引言

M l s 中的人机交互 ( H u m a n一 C o m p u t e r In t e r a e t i o n ,

简称 H C I )研究
“

关注的是企业
、

管理
、

组织和

文化情景下人与信息
、

技术和任务的交互方式
’ ,[ `」。

这些研究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对于人的关注
,

但并

非是纯粹的心理学意义的人的相关问题
,

而是为了各种目的人与技术的交互方式
。

自从 M IS 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以来
,

M IS 导向的 H CI 问题就引起人们广泛 的研究兴趣
。

C ul an
n

( 19 86 )z[ 」把早期 M ls 论文 ( 1 9 7 2一 1 9 8 2) 划分为九个子领域
,

其 中三 个与人 机 交互 有关
。

在

M a n a g e m e n t S e i e n e e
发表的一篇对 M IS 论文 50 年回顾的研究中

,

B a n k e : 和 K a u f fm a n ( 2 0 0 4 ) L3 )将

H CI 列为 M IS 主要的五个研究领域之一
,

并且预测对 H CI 的兴趣将再度兴起
。

随着信息系统
、

信息

与通讯技术 ( I C T ) 和相关服务的快速发展和部署
,

以及 I T 在工作和 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

H CI

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关键
。

在国际上
,

H C I越来越受到各个学术团体的重视
,

并成立了专门的组织

( A is 的 H C I专门兴趣小组 SI G H C I 等 )来关注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和活动
。

可见
,

H CI 研究在 M IS 领域中的发展和重要地位由来已久
,

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越来越受

到研究者的关注
。

为了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状况
,

Z h a n g 和 .iI ( 2 0 0 5) [`」对七种顶级

的 M IS 类学术刊物上 13 年间 ( 1 9 90 一 2 00 2) 发表的有关 H CI 的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
,

从研究主题
、

研

究方法等七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

反映出了国际上 M IS 领域中 H CI 研究 的一个现

状
、

演进过程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

在我国
,

虽然 M IS 这一学科起步较晚
,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从国外引人管理信息系统 ( M I )S 的概

念
。

但随着 90 年代末期国家对于信息化的大力推动
,

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及理论研究都有了

快速和蓬勃的发展
。

很多研究对 于信息系统及信息管理方面 的研究进行 了综合回顾 . 6」
,

然 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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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I 这一分支的研究状况
、

经历和发展等问题还没有学者进行全面的总结
。

考虑到 H CI 在 M IS 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前景
,

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文献的检索和回顾
,

总

结我国 M IS 领域 H CI 研究的现状
,

并通过相关的对比反映出我国在这一学科研究中存在的差距及发

展空间
,

从而促进我国在 M IS 领域 H CI 方向的研究进展
。

本文的第二节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研究方

法和过程
,

第三节给出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结果
,

并与相应的国外研究进行比较
,

第四节对我国 H C I 研

究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讨论
,

第五节对本研究进行总结
。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 1 期刊选择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 M IS 领域的 H CI 研究
,

我们在期刊选择时主要考虑发表 M IS 研究论文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刊物
,

以期能够反映我国 M IS 领域 H CI 的研究现状及其趋势
。

迄今为止
,

我国还没有

专门的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期刊
,

而在国内外的研究中
,

M IS 一般被视为管理类学科
。

因此
,

本研究

选择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学部指定的 20 种刊物为考察对象
,

他们分别是
:

《管理科学

学报 》
、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

《情报学报》
、

《中国管理科学 》
、

《管理世界 》
、

《系统工程 》
、

《系统工程学

报 》
、

《管理工程学报 》
、

《控制与决策》
、

《预测 》
、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
、

《研究与发展管理 》
、

《南开管

理评论 》
、

《科学学研究》
、

《科研管理 》
、

《会计研究 》
、

《数理统计与管理 》
、

《运筹学学报》
、

《管理评论》和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

此外
,

《中国软科学 》和《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近年来发表了很多质量

较高的 M IS 论文
,

我们也把它们纳人研究范围
。

.2 2 分类体系

为了分析我国 M IS 领域 H cl 研究的现状
,

我们要确定一套对 H CI 论文的研究主题
、

研究方法
、

参考学科
、

分析层次
、

研究情景和个体特征进行分类和确认的体系
,

本研究主要借鉴国外学者在同类

研究中开发的分类体系
,

以便利于分析我国 H C I 研究的现状
,

并有利于与国外 H CI 研究现状进行

比较
。

2
.

2
.

1 研究主妞分类 ( C l a s s i杭c a ti o n fo r
OT Pi e s )

对研究主题的分析
,

能够帮助我们认识 H cl 研究的内涵和广度
。

Z h a n g 和 iL ( 2 0 0 5) [’J 在充分借

鉴多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之上
,

提出了一套与广义 H C I 框架相一致的分类方法
。

在这个分类体系中
,

Z ha
n g 和 iL ( 2 0 0 5) 从 I T 产品的生命周期角度考虑

,

将 H CI 研究主题分为 I T 开发与实施
、

I T 使用和

效果以及一般主题三大类
,

大类中又包含若干小类
,

详见表 1
。

本研究采用该研究主题分类体系
。

衰 l 研究主 . 分类框架

I D 研究主皿分类 解 释

I T 开发

开发方法和工具

用户参与系统分析

软件 /硬件开发

关注于 IT 开发和 /或实施阶段发生的问题
,

与人和技术的关系相关
.

焦点在于 IT

开发和实施的流程
.

I T 创造物尚未开始使用

结构化方法
、

面 向对象的方法
、

C A S E 工 具
、

开发考虑用户八 T 职员角色的 rr 的社

会一认知方法

用户卷人
、

用户参加
、

用户一分析员差异
、

用户一分析员交互

程序员 /分析员认知研究
、

考虑人的因素的特定的或一般的应用或设备设计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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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主厄分类 解 释

1
.

4 软件 /硬件评估

用户界面设计和开发

用户界面评估

用户培训

I T使用和影响

2
.

1 认知信念和行为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态度

学习

情感

绩效

信任

道德

人际关系

用户支持

一般研究主题

将人作为系统的一部分来考虑的系统有效性
、

效率
、

质量
、

可靠性
、

灵活性
、

信息质

量评价

界面隐喻 ( i n t e r f a e e m e t a p h o r s )
、

信息表示
、

多媒体

工具性可用性 ( i n s t r u m e n ra l 。 s a bsli t y )
、

易理解性
,

信息表示评估

IT 开发中的培训问题

关注于用户使用和 /或评价 I T 时发生的相关问题 ; IT 和人之间互惠性影响相关的

间题
。

IT 创造物已经在真实的情景下投放使用
。

自我效能
、

感知
、

信念
、

激励
、

期望
、

意图
、

行为
、

接受 ( a e e e p t a n e e )
、

接收 ( a do p t io n )
、

抵制
、

使用

态度
、

满意
、

偏好

学习模型
、

学习过程
、

一般的培训

情感 ( e m o t io n )
、

感受 ( a f f e e t )
、

幸福质盘
、

流 ( f lo w )
、

愉快
、

幽默
、

内在动机

绩效
、

生产率
、

有效性
、

效率

信任
、

风险
、

忠诚
、

安全
、

隐私

道德信念
、

道德行为
、

道德

冲突
、

互依 ( in t e r d e p e n de n e e )
、

同意 /不同意
、

干预
、

紧张
、

领导才能
、

影响

与信息中心
、

最终用户计算支持 ( e n d
一 u s e r e o m p u t i n g s u p p o r t )和一般用户支持相关

的问题

关注于一般化的研究问题和主题

资料来源
:

Zh
a n g 和 Li

,
20 0 5

.

2
.

2
.

2 研究方法分类 ( C la s s i们c a t io n o f R e s e a cr h M6 th o d )

本研究采用 lA va i 和 C a 1r so n( 1” 2) 川提出的研究方法分类体系
,

该分类方法全面
,

并且 在 M is

领域的其他研究 中被众多学者所采纳
。

这一 分类体系将研究方法分成两个大类
:

实证研究

(
e m p i r i e a l )和非实证研究 (

n o n 一 e m p i r i e a l )
。

实证研究依靠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观察来获得本质规律
,

非

实证研究主要包括概念性的
、

说明性的和概念应用性的方法
。

对各类研究方法的具体解释
,

详见表 2
。

I D 研究方法分类

裹 2 研究方法分类和解释

解 释

概念性的

说明性的

l
.

2

2
.

2
.

2
.

概念应用性的

实验室实验

现场试验

现场研究

案例研究

调查

非实证研究

描述有关的框架
、

模型和理论
,

并提出解释或理由

(纯粹的
、

以事例或个人经验支持的 )观点阐述
,

通常以规则
、

建议
、

步骤等形式对实

践应用给予指导 ; 或者描述一些方法或模型等
,

通常非常详细
,

在技术和方法上非

常精确
,

具有可操作性

既包括概念的成分又包括说明的成分
,

先阐述一些概念或框架
,

然后再说明其应用

实证研究

处理 自变量 ; 控制干扰变 t
; 在控制状态下进行

类似于实验室实验
,

但是在研究现象的自然状态下进行

不处理 自变最
,

有试验设计但不进行试验控制
,

在研究现象的自然状态下进行

详细调查一个或少数几个组织
、

群体或系统 ; 不包括变量处理
、

试验设计或试验控

制 ; 在本质上是探索性的

包括大 t 的观察 , 研究使用试验设计但不进行试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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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方法分类 解 释

测量工具开发 对研究测量工具的开发或分类体系描述

事后描述 项目或事件的事后描述 ; 报告项 目完成或部分完成之后项目发展的结果

二手数据分析 研究使用的是来自于二手资源的数据
,

而不是研究者亲自收集的

对某类产品 /系统 / 对某一类产品
、

技术
、

系统
、

项 目的描述
,

或对特定的系统应用 /产品安装 /软件模

应用的描述 型 /程序 /公司 / IS 部门的描述

资料来派
:

A l
a v i 和 C a r

l
s o n ,

19 9 2
。

2
.

2
.

3 参考学科分类 ( C !a s s i们c a幼o n fo r R e fe r e n c e D i s c iPl in e s )

M IS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

其研究发展参考了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基础
。

不同的学者从各 自的使

用目的出发
,

对参考学科做出了分类
。

例如
,

V es se y 等 ( 2 0 02 s)[ 」将 M IS 的参考学科分为 9 类
,

俞东慧

等 ( 20 05 )[
5〕在 V es se y 的基础上将参考学科分为 7类

。

但本研究希望从更基础和全面的角度对 H CI

的多学科性进行分析
,

因此采用了澳洲研究委员会制定的 R F C D ( R e s e a r e
h F i e ld s ,

C
o u r s e s a n

d

D i s e i p l i n e s C l a s s if i e a t io n ) 仁
,」分类方法

。

z h a n g 和 L i ( 2 0 0 5 ) [` J在其研究中认为此分类方法是中立的

( en
u tr a ! )

,

并包括全部可能的学科
,

是一种应用于教学和研究的较全面的学科分类体系
。

2
.

2
.

4 研究层次分类 ( C la s s i行c a t io n fo r Le ve l o f nA a l声 15 )

研究层次指的是在研究中数据收集
、

分析或主要问题被讨论的层次
。

M IS 领域学者较多采用的

是 V e s s e y 等 ( 2 0 0 2 )有关研究层次的分类
,

V e s s e y 等将 M IS 研究分成了 1 0 个层次 L̀ 」 ,

考虑到 M I S 领

域 H C I研究对人的因素的关注
,

V es se y 等的分类体系并不适用
。

Z h an g 和 iL ( 2 0 0 5 ) 在分析 H CI 研

究特点及 以往 M ls 学者对研究层次分类方法的基础上
,

将 H CI 研究层次分为个体层次和群体层

次〔̀ 〕 。

本研究采用 Z h an g 和 iL ( 2 0 0 5) 的研究层次分类方法
。

个体层次分析的例子有认知模式
、

个体对 I T 的反应
、

与 I T 使用相关的个人绩效等 ; 群体层次分

析的例子有群体决策绩效
、

群体成员冲突 /互依等
。

2
.

2
.

5 研究情景分类 ( C la s s i行e a t jo n fo r C o n et Xt )

情景是指研究所考虑的环境
,

尽管情景有不同的抽象层次
,

有时不同情景甚至是相关的
,

分析中

我们只考虑与研究相关的直接情景
。

Z h a n g 和 iL ( 2 0 05 .)[ 〕将研究情景分为 6 类
,

包括
:

组织或工作情

景
、

市场情景
、

家庭情景
、

社会情景
、

文化国家和地域情景
,

以及其他情景
,

如表 3 所示
。

本研究采用这

一情景分类方法
。

衰 3 研究情 . 分类和解释

情 . 分 类

组织或工作情景

市场情景

家庭情景

社会情景

解
.

释

E 文化
、

国家和地域情景

F 其他悄景

资料来源
:

Z h a n g 和 L i
,

20 0 5
.

此情景也包括将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院或高校

涉及商业
、

银行业 以及营销等的情景

研究在家庭中 P C 的采纳和使用行为等问题

与以上 3 种不同
,

此情景是指没有太多组织约束的一般情景 ; 例如
,

在线学习方面

的研究一般在社会情景中进行

当文化
、

国家和地域因素在研究中被特别考虑时的情景 ; 例如
,

I T 接受的跨文化 /

跨国家研究

未包含在以上 5 种情景中的研究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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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6 个体特征分类 ( C la s s i6 e a ti o n of r In d i访 d u a l C h a r郎 t e ri s t i e s )

H C I中人的因素是问题的核心组成
,

通过对研究中涉及的个体特征的分析
,

可 以反映出我国现有

研究对这一方面的关注特点
。

Zh
a n g 和 .iI ( 2 0 0 5) 根据个体特征在 H C I 文献中被研究的不同方式

,

将其分为两类
:

个性和人 口

统计学特征 4j[
,

如表 4 所示
。

本研究采用此分类方法
。

裹 4 个体特征分类和解释

个体特征分类

个性

人 口统计学特征

解 释

个性
、

情感特征
、

认知模式
、

注意力控制
、

学习模式等

年龄
、

性别
、

教育
、

文化背景
、

个人经历
、

知识
、

社会经济地位等

AB

资料来源
:

Z h a n g 和 L i
,

2 0 0 5
。

.2 3 研究过程

本文研究过程包括对 H C I论文的识别
、

分类和分析
。

论文的识别分两阶段进行
,

首先识别出 22 种期刊中的全部 M IS 类论文
。

我们选择收录以上所有

期刊的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工具
,

以
“

信息系统
”

作为关键词
,

全文检索各期刊 1 9 90 年至

2 0 0 6 年间发表的论文
,

每位作者通过独立阅读这些论文的摘要或全文
,

讨论其中有异议论文的归属
,

最终共得到属于 M IS 领域的研究论文 1 2 06 篇
。

我们将上述检索获得的论文形成一个论文池 ( p aP er p o
ol )

,

进一步识别其中的 H CI 论文
。

同样的

方法
,

每位作者分别通过阅读论文池中所有文献的摘要或全文
,

对其是否属于 H C I研究进行识别
,

然

后共同讨论其中有异议论文的归属
,

共得到 30 篇 M IS 领域 H CI 研究论文 (详见附表 A )
。

所选取的

论文至少研究了一个 H CI 主题
,

在此过程中排除了下述三种情况的论文
:

( l) 没有考虑人 的因素而只单纯研究系统设计
、

开发方法
、

程序等 ;

( 2) 与群体支持系统相关
,

但未从人的角度考虑 ;

( 3) 单纯的研究 I T 人员 /人力资源管理
。

在识别出 H CI 论文后
,

每位作者又独立 阅读各论文全文
,

按照前述分类体系对论文进行分类
。

最后
,

比较各 自分类结果
,

对其中有异议的地方讨论确定
。

3 我国 MI S 领域 H CI 研究现状分析

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和过程
,

我们对属于 M IS 领域 H CI 研究的 30 篇文章做出分析
。

图 1 所示
,

是与国外研究相比的单一年份 H CI 论文占 M IS 类论文的 比例
。

我国 1 9 9 4 年以前在

所检期刊中还未 出现 H CI 相关的论 文
,

1 9 9 5 年之后出现 的论文在整个 M IS 类论文 中所 占比例与国

外相应数据相比有较大差距
。

国内 H C I 论文的这一状况
,

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
,

停滞不前
,

而国外同期的相应 比例还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
。

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 H C I领域的研究

还处于初级阶段
,

起步晚
,

发展缓慢 ;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 M IS 领域的学者对于 H CI 方面的研究

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

下面按照前述分类体系进一步分析我国 H cl 现有研究的各方面特征
。

由于在所检期刊中 1 9 90 一

1 9 9 4 的 5 年对 H C I 的研究完全是空 白
,

因此我们实际评估的是 1 9 9 5一 2 0 0 6 这 12 年的 30 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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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MI S研究中H cl 比例

一
国外MI S研究中H cl 比例

圈 1 我国 M SI 领城 H C I研究趋势及与国外比较

.3 1 研究主题

本文对所获得的 30 篇 H C I文献按照研究主题的三个大类进行统计
,

并将各主题的比例分布与国

外相关研究数据进行对比
,

如图 2 所示
。

国内外关注比例最大者
,

都是在 I T 使用和影响中的 H CI 问

题
,

其次是 I T 开发中的 H C I 问题和一般主题
。

通过卡方检验
,

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主题侧重程度

上有显著差别 ( C hi
一

S q u ar e 一 28
.

54 4
,

d f “ 2
,

51 9
一 0

.

0 0 0 )
,

国外绝大多数研究属于 I T 使用和影响主

题
,

我国该主题所占比例不到一半 ; 国外对一般主题的研究非常有限
,

而我国有 1 / 5 的研究是围绕一

般主题
。

圈 ` 目 内 , P tt 七 I 所鱿土月 比权

对各研究子主题进一步分析
,

发现我国的 H C I研究仅涉及 了 17 个子主题中的 9 个
,

包括开发类

子主题中的 5 个 (共 7 个 )
,

使用影响类子主题中的 3 个 (共 9个 )
,

以及 1 个一般主题
。

本文选择国外

研究中涉及较多的 12 个子主题与我国研究进行主题特征的对 比
,

如表 5所示
。

我国研究中涉及较多的主题
,

包括认知信念与行为 ( 36
.

70 % )
,

一般主题 ( 20 % )
,

用户界面设计开

发 ( 16
.

7 % ) 以及软硬件开发 ( 13
.

3 % )
,

与国外研究相类似的是
,

对认知信念予行为都给与了最高的关

注
,

但是对于国外同样给予较高关注的态度
、

绩效
、

学习以及用户界面评估等主题
,

我 国还几乎没有

研究
。

研究主题的多样性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领域研究的深人程度
。

Z h a n g 和 iL ( 2 0 0 5) 的分析指

出
,

国外相关研究涉及了 H CI 的全部主题
,

揭示 出国外对此研究领域的广泛兴趣和研究深度 [’j
。

综

合来看
,

我国的研究主题数较少
,

其中涉及最多的是 I T 使用与影 响类的 H CI 问题
,

但关注面过于狭



我国 l 理他息系统 (MI S) 领域人机交互 (H Q )研究评述 10 3

窄
,

主要都集中在 1个子主题方面 (认知信念与行为 )
。

另外
,

与国外相比
,

我国的研究还有一定偏离
,

很多国外更关注的主题并没有涉及
,

这都表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

表 5 我国 H C I研究主厄统计及与国外研究比较

研 究 主 压 论 文 数 t 比例 / % z h叨 g和 lL 《20 05 》/ %

认知信念和行为 11 36
.

7 50
.

1

一般研究主题 6 20
.

0 6
.

2

用户界面设计开发 5 16
.

7 4
.

7

软件 /硬件开发 4 1 3
.

3 8
.

0

软件 /硬件评估 2 6
.

7 1
.

2

情感 2 6
.

7 7
.

1

开发方法和工具 1 3
.

3 0
.

9

用户界面评估 1 3
.

3 9
.

2

绩效 1 3
.

3 2 6
.

1

态度 0 0 2 8
.

5

学习 0 0 10
.

4

用户参与系统分析 0 0 7
.

4

合计 3 3 10 0 9 4
.

1

注
:

我国 H C I研究中考虑了两个主题和三个主题的论文各有 1篇
.

.3 2 研究方法

本文将 30 篇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
,

得到表 6 所示的结果
。

裹 ` 我国 H C I 研究方法统计及与国外比较

非实证方法 实证方法

研究方法 概念 说明 概念应

性 性 用性
合计 调查

案例 实脸宜 现场 现场

研究 实脸 实脸 研究

对某类产品 侧 . 二手

/系统 /应 工具 傲据

用的描述 开发 分析

论文数量

比例 /%

Z h a n g 和 L i

( 2 0 0 5 ) / %

2 l

9 0

5.5.25.12 578.9

55

4.12.3

49

7.21段4.86143.2

注
:

我国 H C I研究中 2篇论文采用了两种研究方法
。

在 12 种研究方法中
,

我国的研究只涉及 了其中的 6 种
。

有 78
.

1% 的文章采用 了非实证方法
,

只

有 21
.

9 %的文章采用了实证方法
。

这 和国外实证研究方法为绝大多数 ( 90
.

5 % ) 的情况形成明显反

差
。

有研究预测
,

随着 M IS 学科的逐渐成熟
,

M IS 研究中实证方法的应用 比例将越来越高困
。

我国

研究中有 43
.

8 %的论文采用 了非实证研究中的概念介绍性方法
,

对新概念
、

新理论作介绍和探讨
。

在

具体采用 的实证研究方法中
,

我 国的研究者多采用问卷调查 的方法
,

而 国外除了问卷调查
,

更多地采

用了实验室实验的实证研究方法
。

对于国外研究者较多采用的现场研究等实证方法
,

我国研究中还

几乎没有涉及
,

这表现出我国研究方法使用中的局限
。

.3 3 参考学科

表 7 显示了我国 H C I 研究中参考学科的分布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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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7 我国 H C I 研究参考学科统计

参 考 学 科 论 文 傲 - 比例 / % z han g 和 L i ( 2 0 0 5 ) / %

呛月ē日二J众UQU工了乎月了八勺ùnj
...

……
叹Ul气dJLL`叹U八,,才峥才八目匕」八廿内b

月括.八j,J宁
口

O曰
.

…
nj八j叹UùO1)Jū了

日
住
ó乃jCj

Ù汽j内卜U

…
占卜U几J内b

信息系统

J

心理学

认知科学

商业与管理

计算机软件

社会学

哲学

数学

人工智能
、

信号与图像处理

医药

文化研究

2 2

l 3

l l

9

3

2

2

对 30 篇文献的分析
,

识别出 n 个应用在 H C I 中的学科
。

其中
,

只参考 1 个学科的论文有 3 篇
,

参考 2 个学科的 18 篇
,

参考 3 个学科的 6 篇
,

参考 4 个学科的 3 篇
,

平均每篇参考 2
.

3 个学科
,

其中涉

及最多的四个学科是信息系统
、

心理学
、

认知科学以及商业与管理
。

Z h a n g 和 L i ( 2 0 05 ) 的研究指出
,

国外每篇 H C I研究平均参考 2
.

7 个学科
,

参考最多的三个学科与国内的情况基本一致
,

只是在对认知

科学的借鉴方面有所差别
,

这些反映出国内外 H CI 研究的多学科性质
。

H CI 所在的 M IS 本身就是一

个交叉学科
,

这决定了 H CI 研究的多学科背景是必然的
。

3 .4 分析层次

在 3 0 篇文献中
,

有 27 篇涉及个体层面 H C I 问题的研究
,

5 篇涉及群体层面
,

其中有 2 篇同时考

虑了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 (如表 8 所示 )
。

这与国外研究的情况十分相似
,

即绝大多数研究是从个体

层面进行研究
,

而较少的研究关注群体层面
。

这与 H CI 本身对人的关注有关
,

也可能与个体层面的

研究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有关系
。

衰 8 我国 H C I 研究分析层次统计

分析层次 论文数 t 比例 / % z h a n g和 L i ( 20 0 5 ) / %

个体 2 7 9 0
.

0 9 3
.

8

群体 5 1 6
.

7 7
,

z

注
:

2 篇论文同时考虑 了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
。

.3 5 研究情景

在 3 0 篇文献中
,

有 19 篇明确研究 了一种情景
,

另外 n 篇未指明研究情景 (如表 9 所示 )
。

研究较

多的情景是组织或工作场所
,

这与 M is 研究较多关注企业
、

管理方面的研究相一致
,

其次是市场情景

和社会情景
,

这与国外研究关注的情景基本一致
。

但是需要指 出的是
,

国外 H C I研 究一般都有明确

的研究情景 [’j ,

我国未明确研究情景的论文 比例明显多于国外
,

这反映出我国 H CI 研究还 比较宽泛
,

不够深人和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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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我国 H C I研究情 , 统计及与国外研究比较

情 . 分 类 论 文 数 t 比例 /% z h a n g和 Li ( 2 0 0 5 ) /%

O口,召n沙

…
110乙O UO口组织或工作情景

其他情景

市场情景

社会情景

文化
、

国家和地域情景

家庭情景

l 3

l l

4 3
.

3

3 6
.

7

13
.

3

3 .6 个体特征

所分析的 30 篇文献中只有 9 篇 (占 30 % )明显地考虑了个体特征
。

其中 4 篇考虑了个性
,

6 篇考

虑了人 口统计特征
,

没有考虑个体特征的论文占到 70 % (如表 10 所示 )
。

国外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出相

似的特点
,

只有少数的研究考虑了具体的个体特征因素在人机交互中的作用
。

表 10 我国 H C I研究个体特征统计

个 体 特 征 论 文 数 - 比例 / % z h a n g 和 L一( 20 0 5 ) / %

个性 4 13
.

3 8
.

0

人口统计学特征

未考虑个体特征

20
.

0

70
.

0 8 5
.

2

注
:

国内外研究中都含有同时考虑个性和人 口统计学特征的论文
.

4 讨论

.4 1 国内 日C I研究存在的差距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
,

尽管我国的 H C I 研究在参考学科
、

研究分析层次以及个体特征

方面都表现 出与国外相近的特征
,

但在更深层 次上与国外研究的巨大差距说明我国对 M IS 领域的

H C I研究还不成熟
。

17 年间 ( 1 9 90 一 2 00 6) 我国 M IS 领域 H CI 研究论 文只有 30 篇
,

平均每年不 到两篇
,

仅占同期发

表的 M IS 论文总数量的 2
.

5 %
,

所占比例非常低
,

发展缓慢
,

H CI 研究严重不足
,

这与国外对 H CI 领

域越来越重视的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 比
。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领域的研究潜力和

意义
,

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力量
,

也可能与我国信息系统实践还不够深入和成熟有关
。

在信息技术方

面的落后
,

导致我国较多强调技术的开发
,

而较少注重 M IS 实际应用的效果
。

与此相对应
,

我国研究

更多关注
“
人机系统

”

中
“

机
”

的因素
,

而忽视了
“

人
”

的因素
。

随着 M IS 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
, “

软因

素
”

约束逐渐暴露
,

甚至超过
“
硬因素

”
的约束

。

无形的
“

软因素
”

需要一个渐进的吸收与接受的过程
,

这有赖于我国学者对此方面主题的更多关注和研究
。

在研究主题上
,

我国的研究还比较局限
。

与国外研究跨越 17 个主题的多样性相 比
,

我国的研究

仅仅涉及 9 个主题
,

反映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

发展不成熟
,

同时也存在较 大发展

空间
。

从主题的分布来看
,

与国外研究对使用和影响中的 H CI 间题 的显著关注 ( 77 % )相 比
,

我 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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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 H CI 问题 ( 37 % )及一般主题 ( 20 % )关注相对较多
。

从具体研究的子主题来看
,

开发中的研

究覆盖了 7 个子主题中的 5 个
,

显示出一定的多样性 ; 而使用和影响中的研究仅搜盖了 9 个子主题中

的 3 个
,

主要集中在 1 个子主题上
,

对国外关注较多的一些主题 (如态度
、

绩效等 )几乎没有涉及
,

这种

不平衡说明了我国对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

在研究方法上
,

我国 H CI 研究采用的方法相对单一
,

真正意义上运用实证方法的研究比例明显

偏低
,

而在非实证方法方面主要集中在概念性
、

说明性研究方面
,

以跟踪国外的概念介绍或者说明为

主
,

缺乏应用实证方法探讨 H CI 主题
。

lA va i 和 Car l so n
指出

,

非实证方法更适合 M is 学科的早期发

展阶段
,

随着 M IS 学科的逐渐成熟
,

实证方法更加具有严密性
,

也更有利于从实践中提炼理论〔7」。

从

我国 H C I 研究的现状出发
,

探索更深层次的研究问题需要增加对实证方法的采用
。

在研究情景方面
,

我国学者对具体情景下的 H CI 研究关注不 足
,

特别是组织与工作情景下的

H CI 研究
,

而 H CI 研究具有较强的情景依赖特点
。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 H CI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

较

多的研究是在总结跟踪国外研究的成果
,

不够深人
。

国外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某些特定的研究情景
,

研

究结果有其实用性
,

可以直接指导 I T 产品的实际开发和应用
。

.4 2 国内 日C I研究展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

针对我国当前 H C I研究的现状
,

我们做出如下未来研究的展望
。

4 2
.

, 建立清晰的 H CI 研究概念框架

国外研究对于 H C I的认识是不断总结和修正的过程
,

到现在仍然在不断发展
。

我国现有 H CI 研

究还有不规范和概念模糊的地方
,

特别是随着人机交互在 I T 产品开发和使用中重要性不断提高
,

H C I 的研究和实践工作需要全面而简约的框架和模型来加以指导
,

这样的框架和模型将有利于研究

和实践人员从更高层次理解此分支学科
,

最终促进我国 H CI 研究更快发展
。

4 2 2 跨文化因素对 H CI 研究的影响

信息学家 T
.

W il so n
在他提出的信息行为模型中

,

将地域文化确定为影响人类信息行为的重要

因素之一 〔’ 。〕 。

随着 M IS 的更广泛应用
,

文化对人机交互的影响也将更加明显
。

人们对信息的内容
、

表现方式以及技术与任务结合的方式等方面的要求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

通过此方面的比较研究
,

可以指导不同文化情景下 H C I 的研究和设计开发
。

国外较为成熟的 H C I研究成果在我国文化情景

中是否适用
,

也是值得我国学者思考的方面
。

4 2 3 皿视对开发中 Hcl 主厄的研究

尽管国外研究大多数是对 I T 使用和影响中的 H C I 问题的研究
,

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两类研究主

题有主次优劣之分
。

Z h a n g 和 iL ( 2 0 0 5) 在研究中也提到
,

这是一种不平衡的表现闭
。

因此
,

国外研究

较少的开发类主题反而能够成为我们的研究机遇
。

基于我国现有研究过程中对开发中 H C I 问题相

对较好的研究基础
,

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
,

形成自己的研究优势
。

.4 2 .4 我国 MI S 学界在 H CI 研究中招要注意的问厄

H C I 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

我国学者在研究时应开 阔思路
,

避免现有研究所表现 出的诸多

盲点
。

( l) 在研究主题上
,

如态度
、

学习
、

用户参与系统分析等方面
,

国外已有较多研究
,

而我国却没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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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更多有价值的研究
。

特别地
,

还可以关注一些 国际上当前的热点研究主题
。

如有研究指出
,

随着互联网络被越来越广

泛地应用 以及电子商务的兴起
,

国外近年的 H CI 研究主题明显地向网络可用性 ( w e b u
sa ib h t y )

、

通讯

支持 ( co m m u in ca it o n s
叩p or t )和合作等相关的研究领域倾斜汇川

2」。

另外
,

人机交互 中情感与信任的

研究正在增加
,

国际 H C I 研究关注的焦点
,

将从基于个人的效能逐渐转移到 I T 产品使用中的沟通
、

合作
、

社会化以及个人体验
。

显然
,

人的情感与信任应该引起更多地关注 L̀ 」。

( 2) 在研究方法上
,

要探究更深人的规律
,

应考虑多种实证方法的采用
,

不能仅仅停留在非实证研

究上
。

( 3) H C I 研究具有较强的情景依赖特点
,

因此
,

在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时应注意把这一因素考虑

进来
,

如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情景 ; 同时
,

考虑情景因素有助于深人认识问题
,

使研究结论兼具理论价

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

如对组织或工作情景下 I T 产品使用和影响的研究就可以直接促进组织中的 M IS

实践
。

.4 3 本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有两方面的局限
。

一方面
,

由于只选择 22 种管理类重要期刊
,

无法涵盖 中国 M IS 研究的

全貌
,

这其中可能会有发表在计算机或软件类重要期刊上的 M ls 论文
。

另一方面
,

为了与国外相关研

究结果进行比较
,

本研究采用了国外学者开发的分类系统
。

虽然这些分类系统已经被众多国外学者

接受并用于更多的研究中
,

但是由于中西方 M IS 领域 H CI 研究在信息系统实践特点
、

研究方法认知
、

学科设置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

可能存在与我国实际不适宜之处
,

影响分类效果
。

今后可以在现有

分类基础上发展适合我国的分类系统
,

以便更合理地描述我国 M IS 领域 H CI 研究的发展状况
。

5 结论

H CI 研究是国际 M IS 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

并且正在不 断发展成熟
。

本文通过对我国 17 年

间 ( 1 9 9 0一 2 0 0 6) M IS 领域 H CI 研究论文的实证分析
,

发现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还处于不成熟的起步

阶段
,

存在研究主题较为狭窄
,

研究方法偏非实证
,

对研究情景关注不足等问题
。

最后对我国 H CI 研

究做出展望
,

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
,

应广泛选择研究主题
,

更多地运用实证方法等
。

希望促进我国学

者发现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

更好的开展 H C I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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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裹 A 我目 M IS 栩城 H C I 论文列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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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的思维分析和 D SS 中信息

组织方式的研究

情报人
一

机
一

环境系统工程基础研究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情报学报

年份

1 9 9 5

19 9 5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9 9 5

19 95

情报学报 19 9 5

6 熊刚
,

许晓鸣
,

张钟俊
,

喻宗

斌
,

王院尘

7 李东

8 姜旭平

9 惠韶文
,

宋亦兵

10 王以群
,

张中会
,

张力

以人为中心的 CI M S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19 9 6

管理科学学报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情报学报

19 9 6

19 97

1 9 9 8

19 9 8

11

l 2

l 3

张凌
,

张钟

高鹅翔

王 以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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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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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P 方法综合评价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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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文化行为研究

情报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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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报

199 8

19 9 9

2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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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

邵培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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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全寿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 0 0

20 0 1

l 6

l 7

l 8

刘立

黎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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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枚莲

陈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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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英

情报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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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 者

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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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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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

论 文 题 目 期 刊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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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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