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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系统学科研究文献中
,

已经存在很多关于信息系统学科领域研究现状的争论
.

其一
,

关

于现实意义与理论严谨性的争论
。

一些学者认为信息系统的研究过于理论化而缺乏现实意义
,

另一些学者

则认为理论研究上的进步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

其二
,

关于同一性和多样性的争论
。

一些学者认为信

息系统研究应该紧紧围绕某些基本的概念
,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多样性其实是一笔宝贵资产
.

本文希望能够引人一个新的论题— 信息系统学科目前的发展阶段
。

虽然信息系统学科相对较为年

轻
,

但它现在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

信息系统学科将在这个阶段从成长期走向成熟期
。

, 背景介绍

在信息系统学科研究文献中
,

已经存在很多关于信息系统学科领域研究现状的争论 ( B an vil le &

L a n d r y 1 95 9 ; B a s
k
e r v i l l e & M y e r s 2 0 0 2 ; L a n d r y & B a n v i l l

e 1 9 9 2 ; L u e a s 1 9 9 9 )
。

其一是关于现实

意义与理论严谨性的争论 ( B en ha sa t & Zm ud 1 999 ; K ee n 19 9 1 )
。

许多学者主张信息系统研究应该

更加贴近实际
,

而其他学者则认为学术研究的进步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 K oc k et a !
.

2 0 02 )
。

例

如
,

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 A p p leg
a et 和 iK

n g ( 1 9 99) 指出
,

在美国
,

如果信息系统学者想要在研究型大

学中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并且得到升职
,

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确保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发表在优秀的同

行评议类学术期刊上
。

决定升职 和评选终身教授的委员会并不是很看重学者的研究是否与实践

相关
。

另一个争论是围绕着同一性和多样性展开的
。

许多人都已意识到信息系统研究领域非常多元

化
,

这种多元化表现在研究方法
、

途径和内容上 ( Ban vi n
e 乙 L a n dyr 1 98 9 )

。

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多元

化是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健康和生命力的威胁
,

因为这种多元化使得整个研究领域变得过于零碎

( B e n b a s a t 衣 W e b e r 1 9 9 6 )
。

例如
,

B e n
b
a s a t 和 z m u d 提出

“

信息系统核心
”
(
“
15 c o r e ”

) 的需求
,

这个
“

信息系统核心
”

由一系列的概念组成
,

他们认为这些概念的提出能够解决该研究领域中不必要的碎

片化问题 ( B en b a s at & Z m u d 2 0 0 3 )
。

他们和一些其他的信息系统学者担心
,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核心
,

信息系统研究将难以在组织学领域中建立正统地位
。

而信息系统研究的核心知识和专业技能如果能

够得以明确
,

这个研究领域的正统性将得到提升 ( M y er
s 2 0 0 3 )

。

然而
,

其他的学者认为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中的多样性是一笔宝贵资产
。

例如 R o b ey 认为
,

许多信

息系统研究期刊
“
百花齐放

”

的倡导已经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 ( R o
be y 1 9% )

。

R ob ey 还指出
,

多样化拓

展了整个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
,

吸引了优秀的人才投身于信息系统的研究
,

激发了创造力
,

提升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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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自由的价值 (R o
be y 199 6 )

。

由此
,

一些学者质疑
“

信息系统核心
”

的必要性
,

他们认为
“

信息系统核

心
”

的提出将不必要地缩小研究的范围 ( M y e r s 2 0 0 3 )
。

C o m m u n i c “ t i o n : 。
f l h e

A I S 更在 20 0 3年出版

了一期专刊讨论这个辩题 ( V ol
u m e 12)

.

我认为
,

事实已经证明
,

过去的这些辩论十分有价值
。

这些辩论不仅帮助信息系统研究学者更加

明晰地定义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性质
,

而且帮助我们确立 了研究的优先次序
,

并使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各

自进行的研究项目所存在的大的背景
。

鉴此
,

本文的目的并非致力于进一步讨论这些之前已经被分

析得比较透彻的论题
,

而是要引人一轮新的讨论
,

即信息系统学科 目前的成熟程度
。

因为
,

科学研究

领域如何发展是科学哲学范畴中一个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命题 ( K u h n 19 96 )
。

因此
,

我认为
,

就信息系

统学科的成熟程度展开讨论十分重要
。

在过去关于信息系统学科的辩论中
,

似乎都暗含一个假设
:

信息系统学科仍然处于婴儿期
。

本文

则认为
,

虽然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相对比较年轻
,

特别是与哲学
、

物理等历史悠久学科相 比
。

但是现在

我们应该认识到
,

这个学科已经大概有 50 岁了
。

因此
,

本文的观点是
,

信息系统学科现在正在经历一

个过渡期
。

事实上
,

这个领域不仅已经走出了婴儿期
,

而且它正在从成长期走向成熟
。

人们对信息系统学科正逐渐成为其他学科的参照学科这一 认识 正是这种转变的标志之 一

( Bas ke vr ill
e
& M ye sr 20 02 )

。

信息系统学科正走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
,

根据 151 影响因子评估
,

M I S Q“ a rt er 勺 现在已经以 5
.

826 分位列所有管理学科期刊之首
。

事实上
,

M I S Qua rt er ly 己成为它

所属的管理学
、

计算机科学 /信息系统学科
、

信息科学 /图书馆科学这三个类别的头号期刊
。

信息系统

研究不仅被信息系统研究学者引用
,

而且被其他学科的学者广泛地引用
,

正是这个学科已经到达成熟

期的标志
。

本文的结构如下
:

文章的下一节将讨论信息管理学科发展的婴儿期
。

婴儿期指的是从 20 世纪

6 0 年代到 8 0 年代末这 30 年
。

第三节讨论 的是信息系统学科发展 的成长期
。

这一时期指的是 20 世

纪 90 年代
。

第四节讨论的是最近的这 10 年 ( 2 0 0 0一 2 0 0 9 )
,

在这一 阶段中
,

信息系统学科正从成长期

走向成熟
。

第五节讨论的是这个学科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

最后一节是结论
。

2 处于婴儿期的信息系统学科

这一节将讨论处于婴儿期的信息系统学科发展
。

婴儿期指的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 到 80 年代末

这 3 0 年
。

信息系统学科发展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

正是在这 10 年中
,

第一批信息系统学科的大学学位课

程在美国出现了
。

从那时起
,

信息系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
,

学校中多数的信息系统系建于商学院
。

这是 因为当时计算机和信

息技术主要应用于解决商业问题
。

例如
,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 I BM )就是世界上第一批计算机公司之

一
。

该公司的名称表明
,

在当时
,

计算机似乎仅仅与大公司 (或者大型政府部门 )相关
。

因为信息系统系处于商学院之 中
,

所 以信息系统学科趋于关注管理
、

组织 和信息技术这三个方

面
。

而恰恰是信息系统学科针对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商业问题和管理决策中的应 用这一研究的重

心
,

使信息系统学科与关注信息技术本身的计算机科学区分开来
。

早期的信息系统研究主要利用了工程学
、

计算机科学
、

经济学
、

数学
、

管理科学和行为决策理论
。

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大多数信息系统学科的教师来自于这些学科
。

计算机被当做一种能够解决商业难

题或优化管理决策的数学工具或是计算机器
。

因此
,

从早期开始
,

信息系统研究就被认 为是跨学科的

和应用性 的
。

但是
,

只有有限的几门学科被认为与信息系统学科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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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7年 M l s Q
u
ra t re 勿 的创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

,

它给这个雏形中的学科提供了一个展示

该领域中最优秀研究成果的平台
。

这一期刊很快通过发表的优秀研究成果建立起自己的声誉
,

并且

迅速成为这个领域的顶级期刊
。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最为引人瞩 目的事件是国际信息系统年会 (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C o n f e r e n e e o n

nI fo r m a it on S ys et m s ,

cI ls )的建立
。

这个会议的建立为来自世界各国信息系统学学者们提供了一个

建立人际网络
、

相互合作
、

交流想法的场所
。

这一会议很快因其吸收全球最好的研究论文而确立了自

己的声望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这个会议 (对论文 )的审核过程变得几乎和某些期刊一样严格
。

就研究范畴而言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信息系统的战略性潜力 ( P or t er

& iM lla
: 198 5 )

。

此前
,

多数学者认为信息系统是自动化的后台工具
。

然而
,

从那时开始便有人指出

信息系统也可以应用于前台和营销
。

对信息系统战略潜力的挖掘这一新的研究重点
,

大大扩展了学

科研究对象的范围
。

尽管研究领域不断扩张
,

一些人仍然认为信息系统学研究过于狭隘
,

尤其是研究中所应用的研究

方法和基本原理 ( O r h k o w sk i & B a r o u id 1 9 9 1 )
。

当时多数信息系统研究具有实证研究的性质且使用

了定量研究方法
。

O ilr k
o w sk i & B a r o ud i ( 1 9 9 1) 指出

,

信息系统研究可以从不断拓展的研究方法中获

益
。

他们还特别建议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展开更多解释性和批评性的研究
。

当时
,

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另一 个问题是具体化所谓
“

参照学科
”

( eB
n
bas at & W eb er

1 9 96) 的趋势
。

P et e r K ee n
曾在 1 9 8 0 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信息系统年会 ( ICI )S 上指出

,

信息系统是

一个建立在其他
“

参照学科
”

之上的应用性学科
。

因为这些参照学科更为成熟
,

信息系统研究者可以

借鉴和学习这些参照学科的研究理论
、

方法和优秀的研究典范 ( K e e n 198 0 )
。

顺着这个思路
,

许多学

者又对哪些学科可以被添加到参照学科的名目中
,

从而扩充早期被公认为最相关的学科这个问题展

开了辩论
。

比如
,

C ul an
n
( 1 9 87) 提出了一份较为全面的参照学科名 目

,

包括会计学
、

政治学和社会

学
。

其他学者甚至认为建筑学 ( L e e 1 9 9 1) 和人类学 ( A vi so n & M y e r s 19 9 7) 也可能成为潜在的参照

学科
。

参照学科概念的提出存在的唯一问题是
,

这些参照学科常常被认为是静态的
,

而且这些学科的知

识基础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被高估了
。

较之于信息系统学科
,

这些所谓的参照学科往往被理想化或更

为成熟化
。

3 处于成长时期的信息系统学科

这一节讨论的是处于成长期的信息系统学科
。

成长期指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这 10 年
。

20 世纪 90 年代见证了信息系统学科研究方法和途径更加多样化这一发展
,

可以看作是定性和解

释性研究被广泛接受的 2 0 年
。

例如
,

许多会议 ( L e e e t a l
.

2 9 9 7 ) 和专刊 ( M a r k u s 衣 一
J e e 19 9 9 ) 都专

门讨论了这个话题
。

而且
,

在这个 10 年的末期
,

M I S Q ua rt er 勿 所有的最佳论文奖都颁给了定性研究

的论文 ( K le i n & M y e r s 1 9 9 9 , K u m a ; e t a l
.

1 9 9 5 ; N g w e n y a m a & L e e 一9 9 7 )
。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许多新 的信息系统期刊和会议 的创立
。

例如
,

E “ or Pea ,

J o u r n a l o f I n fo
r m a t i o n S夕s z e m : ,

I n

fo
r m a r i o n S 少s z e m s

J
o u r n a l

,

和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S t ar t e g i c

nI fo mr at io n S ys et m ,
都在 1” 1年首次发行

。

虽然亚太地区仍未有学术期刊面世
,

但整个研究领域

已经 日趋全球化
。

最为重要的事件应该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团体— 信息系统协会 ( A s so ic at i o n
fo

r I fn or m a it o n

S y st e m s ,

IA )S 一一在 1 9 9 4 年的成立
。

在 IA S 成立 之前
,

大部分 的信息系统学者都是其他协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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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

比如
:
国际计算机学会 ( t h e A s s o e i a t io n

f
o : C o m p u t i n g M a e

h i
n e r y ,

A C M )
,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

师协会 ( t h
e I n s t i t u t e 。 f E l

e e t r i e a l
a n

d E l
e e t r o n i e s E n g i n e e r s ,

I E E E ) 以及国际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学会

( t h
e I n s t i t u t e f o

: ( ) p e r a t i o n s R e s e a r e
h

a n
d t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s e i e n e e s ,
I N F ( ) R M S )

。

这意味粉
,

虽然

这些协会就信息系统学科诸多方面的研究组成了一些特别兴趣小组
,

但整个学科缺乏一个统一的声

音
。

因此
,

A IS 不仅将对整个信息系统学科起到持久的领导作用
,

也将为该学科指明发展方向
.

此

外
,

A IS 还为其成员提供一些特定的服务 ( 比如会议和期刊 )
。

信息系统学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协

会
,

而这个协会也 为这个研究领域燕得 了独立 的身份和地 位
。

A is 成功说服美 国商学联合会

( A m e r i e a n
A

s s o e i a t io n 。
f C

o
l le g ia t e s e h o o l s 。 f B

u s i n e s s ,

AA C s B )将信息管理列人它所承认的商学

课程中就是它早期的成果之一
。

20 世纪 9 0 年代也见证了该学科领域不断扩张的选题范围
。

领域中对整个组织而不仅限于管

理方面的关注呈上升趋势 ( nI fo mr al ion & Or g an iaz it on 的创刊就是其中一例 )
。

这是因为信息系

统学者认识到
,

信息技术与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

信息技术既可以被用于信息化
,

也可以

被用于 自动化 ( Z
u
bof f 198 5 )

。

此外
,

研究 领域对沟通 和协作 的关注 也 有 所增加 ( L e e 1 9 9 4 ;

O ilr k o w sk i e t a l
.

1 9 9 5 )
。

这一趋势与不断增加的计算机网络可得性和不断上升的互联 网重要性是

紧密相连的
。

4 从成长期走向成熟

2 0 0 0 年至 2 0 0 9 年是信息系统学科走向成年的 10 年
,

是这个学科从成长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
。

这种成熟表现在诸多方面
。

第一
,

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多样性已经在很高层面上被广泛地接受
。

信息系统领域所有的重要期

刊都拥有自己的高级编辑和副编辑
,

而这些编辑具有使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以及从事实证性和解

释性研究的专业知识
。

这意味着那些长久以来 (有时是不太成熟的 )存在于提倡某种特定研究方法研

究者之间的内耗几乎已消失殆尽
。

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演变是人们对于研究质量关注的增加
。

期刊的

编辑们只愿意接受那些符合特定的标准
,

并且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有所贡献的论文
,

而不论文章使

用了哪些研究方法和途径
。

第二
,

我们的许多会议都组织得很出色
,

而且具有很高的威望
。

这些会议包括国际信息系统年会

( IC IS )
,

亚太信息系统年会 ( t h e P a e i f i e A s i a C o n f e r e n e e o n I n fo
r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

P A C I S ) 和信息系统

协会中国分会年会 ( t h e C h in a A s s o e ia t i o n
f o

: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 C N A I S ) e o n f e r e n e e )

。

P A C I S

将亚太地 区的信息系统研究者聚在了一起
,

而 C N A IS 主要服务于中国的信息系统学者
。

毫无疑问
,

IC IS 则是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顶级会议
。

第三
,

我们的许多期刊的声誉卓著
。

例如 M I S Q u a rt e r l少 已经成为 A C M
,

I E EE 和 I N F ( ) RM S

管理类期刊 (如 oJ 盯 an l of ht e A CM 等 )之首
。

诚然
,

并不是所有的 A C M 和 IE E E 期刊都属 于管理

类
,

但这仍是令人欣喜的
。

而且
,

M I S Qua rt er 勿 比许多著名的管理类期 刊
,

例如 A ca de m y o
f

aM
n a g e m e n t 尺e v i e w

,

A J m i n i s t ar t i v 。 s c i e n e。

伽
a r t e r l y 和 aM

, a g e m e n r s c i e n e e
等的排名更高

。

此

外
,

有两种信息系统期刊人选 iF an cn ial iT m es 评选出的商学学术期刊 40 强名单 ( 它们分别是

I n fo mr
a t i o n S少s t e m s R e s e a r c h 和 M I S Q u a r t e r l夕 )

。

这些成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出版物中至少已经有部分具有相当的声誉
。

这些成就也表明了信息

系统学科已经成年
。

信息系统研究已经被广泛引用并得到高度评价
。

当然
,

对信息系统学科的出版物可能存在一种批评
,

那就是这些 出版物都仍未真正全球化
。

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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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艺, an
o i。 1 iT m e 、

( F T )评选出的商学学术期刊 40 强名单中的两种期刊都是基于美国背景的
。

我同意

我们缺乏来自世界各地第一级别的信息系统学期刊这一说法
。

不过
,

A I S 最近通过 了协会认可的六

种期刊为最高一级期刊
。

这些期刊之中有两种是在欧洲发行的 (它们是 the E ur
o
eP

a , J ou nr al o
f

I n

fo mr
a r i o , S夕s t e m :

和 I n of
r m 。 t i o , S夕s t e m : J。 u r n a l )

。

事实上
,

这两种欧洲期刊有着出色的影响

因子排名
。

因此
,

仅仅拥有两种 F T 顶级期刊
,

且这两种期刊均来自美国这一问题在未来的几年内有

望得到解决
。

就学科研究领域而言
,

在 21 世纪前 10 年
,

研究者们对企业系统 ( lA
一

M as ha ir e t a l
.

200 3 ;

D a v e n p o r t 2 0 0 0 )
、

组织间系统和知识管理 (例如 G a r u d a n d K u m a r a s w a m y 2 0 0 5 )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研究者们也十分关注电子贸易
、

电子商务
、

电子政务和移动系统这些领域 ( 比如 Pef f e r s 衣 T u u
an n en

2 0 0 5 )
。

有人批评信息系统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信息系统研究者本身
,

仅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信息系统的

实践者
,

没有考虑 yIJ 更广泛的其他学术领域的受众 ( B a s
k
e r v i l l e a n

d M y e r s 2 0 0 2 )
。

然而
,

M I S

uQ
a rt er 勺 很高的影响因子似乎表明

,

信息系统研究可以被其他学科的学者很好地利用
。

而信息系统

学者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从事的研究对于这些新受众的重要性和价值
。

5 未来趋势

在论述了信息系统学科现在正处于一个从成长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这一 观点之后
,

我将提出

一些可能的发展趋势 (虽然我承认预测未来总是一种令人担优的冒险 )
。

既然信息系统将在众多不同的领域得到普及
,

且信息系统又与所有的行业都相关
,

那么
,

我认为
,

参照学科的概念将会完全消失
。

所有的学科都将被看作和信息系统学科相关— 实际上
,

我未能找

到一个不相关的学科
。

新的分支学科也很可能会出现
。

例如
,

一 门新的学科就很有可能在市场营销

和数字商务的交叉中诞生
。

而且
,

大家将会达成一个更为广泛的共识
,

那就是在建立和使用信息系统时
,

我们并不仅仅是在

改变一个系统
,

而是在改变组织的结构和文化以及人们思考和工作的方式 ( B a s
ker vi U

e et a
l

.

2000 )
。

服务于商业和娱乐的社会网络也将变得更加重要
。

这一在商业之外的更广泛应用提出了一个关于信息系统研究团体或系别在大学教员组织结构中

定位的问题
。

虽然大多数早期的信息系统系隶属于商学院
,

但在将来
,

商学院是否是信息系统系的最

好归宿呢? 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讨论
。

不过
,

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系归人 图书馆和信息

科学学院中 ( 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 P e n n s y l v a n ia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 和密歇根大学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 ic hi ga n) )
。

有证据表明
,

这些学校的信息系统系并没有像美国商学院内的信息系统系那样经历人

学率的下降
。

对于信息系统研究的方法
,

我认为长期以来存在于支持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学者之间的内耗将

会完全消失 (这一现象虽未完全消除
,

但已经在高层次研究中消失了 )
。

根据我的预测
,

将来定性研究

者和定量研究者之间会有更多的合作
,

而且行动研究和设计科学研究也将更加开放
。

这两种研究方

法都涉及组织或者系统
。

我认为信息系统学科研究的受众也将变得更广
,

远远超出信息系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范畴
。

信

息系统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管理和组织
,

更是人以及更为广义的组织和社会
。

目前
,

M l s Qua
; t er 勿

的宗旨正在不断拓展
,

已经将经济和社会问题包含在内
。

这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 出的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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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信息系统领域研究对象是个人
、

团体
、

组织
、

行业
、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应用

( Ba ks er ilv le a
nd M ey rs 20 02 )

。

虽然信息系统学科相对较为年轻
,

但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青少

年期走向成年的过渡时期
。

在这个全新的成熟期中
,

我相信 A IS 的六种顶级期刊将得到广泛的认可
。

事实证明
,

这一期刊名

目对澳大利亚的同事们非常有用
,

他们在澳大利亚政府新的赞助体制框架下
,

将这个名 目用作纲本
。

亦有证据表明这个名目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系统院系终身教授评选和职位晋升的决策中将起到一

定的作用
。

不过
,

要使我们的组织和机构实现向真正全球化机构的转变
,

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

所有曾在 M ls

Q “ a ir er ly 发表过文章的作者中
,

大约 70 %居住在美国
。

很明显
,

在扩大作者队伍上
,

我们还有很大的

余地
。

信息系统协会 ( A I)S 也需要实现真正全球化
。

A ls 会议对多种语言的支持正是向这一正确方向

迈出的一步
。

2 0 0 6 年的美洲信息系统年会 ( A m e r i e a s C o n
f
e r e n e e 。 n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

A M e l s )

第一次提供了用西班牙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分会 ( AM CI S 是 A IS 在美洲的一个区域性会议 )
。

各个国家级和地区性的信息系统学期刊 (也包括国际性期刊 )的发展同样十分重要
。

到 目前为

止
,

亚太地 区在这方面似乎有所欠缺
。

但新创刊的《信息系统学报 》和 the p ac i if
o A : ia J 。 。 rn al 。

f

ht
o A I S 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这种不平衡

。

这些国家级和地区性期刊的发展将使信息系统学科的多元化 (包括课程设置
、

研究课题和方法等

方面 )在世界各地得到更多的认可
。

我在本文中论述了信息系统学科发展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这一观点
。

虽然信息系统学科仍相对

较为年轻
,

但我认为信息系统学科已经不再处于婴儿期了
。

事实上
,

这个学科不但已经不再处于青少

年期
,

而且正在走向完全成熟
。

当我们领域拥有在计算机科学和管理学中排名最高的学术期刊的时

候
,

我们可以说信息系统的时代已经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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