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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分析了中国信息系统(IS)研究的现状，从参考学科、研究题目、研究方法和分析层 

次4个方面，分析了1999---2003年问发表在 l8种中国代表性学术期刊上的IS论文，并与西方 

Is研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Is研究：1)从多个学科中获得理论基础，没有单一的参考学 

科；2)研究题目集中在组织类问题和系统／软件类问题；3)研究方法以非实证方法为主，实证方 

法应用很少；4)分析层次集中在组织层和系统层，对小组／团队层和个体层问题少有研究．与西 

方相比，中国的Is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也有需要进一步 

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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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创建 

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infomiation system，IS)课 

程开始-1 J，信息系统(Is)作为学科只有不到4o年 

的历史．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IS已经 

发展成为有广阔前景的前沿学科，在全世界的管 

理学界开创了一个新领域．世界各主要大学管理 

学院都正式承认和接受 IS作为一门学科的事 

实-2j．与西方(尤其是北美地区)相比，中国的 IS 

学科更加年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高 

等学校才开始在工商管理和财经类院系中建立管 

理信息系统方面的本科专业_3J3．尽管发展历史较 

短，我国的Is学科发展速度却很快．1998年，教育 

部将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管理信息 

系统和林业信息管理5个相关专业合并成一个新 

的专业，命名为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目前全 

国已有近200所高等学校开办了该专业，还有很 

多高等学校正在考虑设立该专业[ ．随着教学规 

模的扩大，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1S领域的研 

究工作中． 

从创建之初，Is就被认为是一个不断 自省 

(self-examination)的学科【5， ．20世纪80、9o年代， 

很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过 IS研究的发展 

问题．1980年，Ives、Hamilton和 Davis提出了一系 

列 IS的潜在研究领域，并以此分析了300篇IS博 

士论文的研究领域分布情况-7 J．Hamilton和 Ives 

在 1982年分析了 IS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为 Is 

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8 J．Culnan通过对 l978— 

1982年间 Is论文的研究，分析了IS研究的理论 

基础来源，也就是 IS的参考学科 (refereflce disci． 

pline)L9 J．1986年，Cuhlan和 Swanson又分 析 了 

198011984年间的IS论文，指出IS已经发展成为 
一 门独立学科，明显区别于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 

和组织行为学等参考学科[10 J．Alavi和 Carlson同 

样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分析了IS学科的知识结 

构 (intellectual structure)和研究方法[11]．还有 

Farhoomand和Drury通过观察 1s论文的研究题目 

和研究方法，分析和预测了 IS研究的发展趋 

势【 j．综上，西方学者主要从参考学科[9,10,13,14]、 

研究题目[ ， 。， ，H， ]和研究方法[11,12,15,16]三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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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 IS研究的发展．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关 

注 IS研究的多样性(diversity)问题，除了运用实证 

方法分析Is研究在参考学科、研究题目和研究方 

法上的多样性以外【5．1 ，讨论的重点是多样性对 

Is学科发展的影响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Vessey、Ramesh和 Glass在 2002年所做的实证研 

究 5．这一研究从参考学科、研究题目、研究方法 

和分析层次4个角度，分析了1995--1999年问发表 

在5种顶级Is学刊上的488篇论文．除了分析最新 

的研究状况和研究多样性，Vessey等人还首次将分 

析层次(unit／level of analysis)~N入研究范围． 

尽管我国的 Is学科发展很快，但目前还没有 

针对我国Is研究现状的实证研究．本项研究的目 

的就是要通过对 1999--2003年间中国Is论文的 

系统分析，从参考学科、研究题目、研究方法和分 

析层次4个角度描述我国Is研究的现状．还将比 

较我国和西方在 IS研究上的异同．本研究的意义 

在于，通过考察作过什么来思考还要作什么，并由 

此推动中国IS研究的发展 ． 

1 研究方法和过程 

1．1 分类系统 

为了使本项研究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要 

确定一套对 Is论文的参考学科、研究题目、研究 

方法和分析层次进行分类和确认的系统．为此，主 

要借鉴了西方学者(尤其是 Vessey等_5 J)在同类 

研究中所采用的分类系统．这样，我们既可以分析 

中国Is研究的现状，又可以比较中西方Is研究的 

差异． 

1．1．1 参考学科分类 

IS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在发展的最初 

阶段势必从其它成熟学科中寻找理论基础．在 Is 

领域，这种提供理论基础的学科被称为参考学 

科[6,10]．很多学者都探讨过 Is研究的参考学科问 

题．前面提到的Culnan和 Swanson认为计算机科 

学、组织科学和管理科学是 Is的主要参考学科． 

此后，Swanson和Ramiller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也 

作为 Is的参考学科 ．Barki等认为组织理论、管 

理理论、语言学、人工智能理论、工效学、政治学以 

及心理学都是Is的参考学科l J． 

本研究采用 Vessey的观点【 ，将Is研究的参 

考学科分为9种，分别是：1一认知心理学、2一社 

会和行为科学、3一计算机科学、4一经济学、5一信 

息系统理论、6一管理学、7一管理科学与工程、8一 

其它、9一无．这 9种参考学科包含其他学者提到 

的所有 Is参考学科．例如，管理学包含了组织理 

论和管理理论；计算机科学包含了人工智能和软 

件工程；社会和行为科学包含了沟通理论和社会 

心理学．此外，随着Is学科的逐渐成熟，有越来越 

多的学者将前人的 Is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理论 

基础，所以信息系统理论也被列为参考学科之一． 

按照Vessey的观点，参考学科是指一篇论文最主 

要的理论基础来源．这样，就必须增加2类参考学 

科：“其它”和“无”．“其它”指论文的参考学科不是 

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种．“无”指论文没有从任何参 

考学科获得理论基础，或者参考学科很多，但没有 
一 种是主要的． 

1．1．2 研究题 目分类 

对于Is学科的研究领域或者说研究题目，有 

很多分类方法．例如由著名的国际计算机器协会 

(ACM)制定的分类标准【20 ；由Barki等人制定的 

ISRL(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Library)分类方 

法[19,21 ；以及其他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开发的分 

类方法【u．15，"J．Vessey在充分借鉴上述成果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分类方法．在 Vessey的分 

类系统中，IS的研究题目被分成8大类，每个大类 

又包含若干小项(详见附表 1)．8大类分别是：1一 

计算机类问题；2一系统／软件类问题；3一数据／信 

息类问题；4一特殊的问题领域；5一系统／软件管 

理类问题；6一组织类问题；7一社会性问题；8一Is 

学科本身的问题．由于学术界日益关注组织类问 

题，Vessey特别将该类问题细分成 l2个小项．按 

照Vessey的自我评价，这是一套平衡的、没有相 

互重叠、没有多余项目的分类系统． 

1．1．3 研究方法分类 

很多研究者都曾经探讨过 Is研究的方法论 

问题．例如，引言中提到的Hamilton和 Ives最早将 

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案例研究、调查和非实证 

研究作为 Is研究的5种基本方法_8 J．此后，一些 

学者又引入了其它的研究方法分类体系_5 ．本 

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分类系统最先由 Alavi和 

Carlson提出[11j，并在其它研究中得到应用l1 ．这 
一 分类系统首先将研究方法分成两大类：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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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empirica1)和非实证研究 (non empirica1)．实证 

研究依靠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观察来获得研究本 

质；非实证研究则是基于思想(idea)、框架(frame— 

work)或者思索(speculation)．在非实证研究中也可 

能有一些观察和实证数据，但往往只起到“配角” 

的作用．换句话说，非实证研究依靠的是思想而非 

数据或观察．实证研究方法包括：1一实验室实验 

(1ab experiment)；2一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3 

一 现场研究(field study)；4一案例研究(case 

study)；5一调查(survey)；6一IS工具开发(develop— 

ment of IS instrument)；7一事后描述(Ex post de 

scriptions)；8一二手数据分析(secondary data)；9一 

对目标／过程／事件等的描述(deseriptions of ob． 

iecls／events／process)．非实证 研 究方 法分 为： 

1一概念性的(conceptual orientation)；2一说明性的 

(illustrative)；3一概念应用性的(applied concepts)． 

对各类研究方法的具体解释，详见附表2． 

1．1．4 分析层次分类 

分析层次是 IS学者在作研究时必须要考虑 

的问题．因此，Vessey首次将分析层次作为研究对 

象来考察 Is研究的发展．Vessey一共将 Is研究分 

成了10个层次，分别是：1一社会层；2一组织问 

层；3一组织层；4一小组／团队层；5一个体层；6一 

系统层；7一抽象概念层；8一系统要素层；9一项目 

层；10一学科层．这个分类系统以个体层、小组／团 

队层和组织层 3个最明显的组织层次为起点．加 

入社会层，是为了区分那些研究地区、国家、国际 

层面Is问题的文章，例如从宏观角度研究电子政 

务的论文，或者研究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的论文． 

加入组织间层，可以区分那些研究跨组织Is问题 

的论文，例如有关 EDI的研究． 

为了区分技术性论文，Vessey加入了系统层、 

抽象概念层和系统要素层三个层次．系统层论文 

是指那些聚焦于一个或多个信息系统的论文；抽 

象概念层论文指聚焦于计算机概念(数据模型、数 

学函数等)的论文；系统要素层论文指聚焦于系统 

构成要素(程序、算法、组件等)的论文．此外，项目 

层论文指那些针对软件项目的论文，例如软件工 

程方面的研究；最后，学科层论文指那些仅对 Is 

教学或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研究 Is学科自身的论 

文．本文和本文的大部分参考文献都属于学科层 

论文． 

1．2 期刊选择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IS一般被视为管理 

类学科．因此，我们选择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管理科学学部指定的20种重点期刊作为考察 

对象．在这20种期刊中，有 16种在 1999--2003年 

间刊载过 Is领域的论文． 岜们是：《管理科学学 

报》、《中国管理科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情报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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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研究》、《科学学研究》、《科研 

管理》、《研究与发展管理》、《南开管理评论》和《管 

理世界》．还有两种未经国家自然基金委指定的期 

刊：《中国软科学》和《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也 

被纳入考察范围．因为这两种期刊都是中文核心 

期刊，也刊载了很多高水平的Is论文．我们认为 

以上l8种期刊中刊载的Is论文基本可以代表中 

国管理学界在 Is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 

1．3 研究过程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收录了在 

1．2中选定的全部 18种期刊的全文．作者用“信 

息系统”作为关键词，逐个对 l8种期刊做全文检 

索．并非所有在全文中包含“信息系统”的论文都 

是 领域的论文．因此，本文三位作者中的两位 

共同阅读每一篇论文的摘要，以确定该篇沦文是 

否属于Is领域的论文．如果从摘要中无法判断， 

我们就会下载并阅读全文．所有我们认为属于Is 

领域的论文都被全文下载．本文的两位作者分别、 

独立地阅读每一篇论文，并判断论文的研究题目、 

参考学科、研究方法和分析层次．最后，将这两位 

作者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对有分歧的地方，由本 

文的三位作者共同讨论确定．用 SPSS 11．5记录 

和分析数据． 

2 结果分析 

按照上述研究方法和过程，作者在 18种期刊 

中一共确定了604篇 Is领域的论文．表 1显示了 

各种期刊在 1999--2003年间刊载的Is论文数量、 

所占比例和累积比例．数据显示，l8种期刊中的 

Is沦文数量有很大差异．前五位的期刊中一共有 

364篇Is论文，占总量的6o．3％．其中《情报学报》 

中的Is论文数量最多，达到 123篇．而后五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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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一共只有44篇Is论文，占总量的7．3％．表2 

显示 1999 2003年问，IS论文的发表数量在不断 

增加． 

表 1 期刊名称和 玲论文数量 

Table 1 Ntm~ber of IS papers in the leading journals in China 

论文数量 比例 累积比例 期 刊 

／篇 (％) (％) 

情报学报 l23 20．4 20 4 

系统工程理沦与宴践 75 12．4 32．8 

中国管理科学 57 9．4 42．2 

中国软科学 56 9．3 51．5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53 8．8 60．3 

管理上程学报 43 7 l 67．4 

管理科学学报 39 6．5 73．8 

系统上程 30 5．O 78．8 

科研管理 2l 3．5 82．3 

系统工程学报 19 3 1 85．4 

控制与决策 16 2．6 88 1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14 2．3 90．4 

南开管理评论 14 2．3 92．7 

管理I【I=界 14 2．3 95 0 

研究lj发展管理 1O 1．7 96．7 

预测 7 1．2 97．8 

会计研究 7 1．2 99．0 

科学学研究 6 1．O 1【x】 

合计 604 10o 

表2 1999--2003的Is论文数量 

Table 2 Number of IS papers by years from 1999 to 2003 

年份 Is论文数量／篇 比例(％) 

1999 92 15．2 

2IxxJ 107 17．7 

2oo1 112 18．5 

2(xJ2 l43 23 7 

20o3 150 24．8 

总 604 10o 

2．1 参考学科 

表3显示了各类参考学科被应用的次数和所 

占的比例，表中第四列是Vessey的研究中同一参 

考学科所 占的比例．由数据可见，中国的 IS学者 

最喜欢从前人的 Is研究中寻找理论基础，有 

41．1％的Is论文以信息系统理论为参考学科；排 

在第二位的是计算机科学(18．0％)，第三位是管 

理学(13．4％)．而分别只有 1篇论文以认知心理 

学和社会与行为科学作为参考学科．可以看到，中 

国的 Is研究没有把某个单一学科作为其参考学 

科，这与西方的情况类似．一方面，Is本身就是一 

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从多个成熟学科中寻找理论 

基础既是必然的，又有利于 Ts学科自身的发展； 

另一方面，很多中国lS学者曾经或正在同时从事 

其它学科的研究，这些学者往往会从其它学科中 

借鉴成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与 Vessey的研究发现相比，中国的 IS研究更 

多依赖 Is理论、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作 

为参考学科．而认知心理学和社会与行为科学虽 

然在西方被广泛应用，在中国的 IS研究中却几乎 

没有被应用过． 

表 3 参考学科分析 

Table 3 Paper~by一 r℃nce discipline 

论文数量 比例 Vessey’s Stody 参考学科 

／篇 (％) (％) 

IS理论 248 41．1 27．2 

讣算机科学 109 18．0 8．8 

管理学 81 13．4 18．0 

管理科学与] 程 76 12．6 6．6 

其它 32 5．3 3．7 

经济学 29 4．8 l1．1 

无 27 4．5 4．9 

认知心理学 l O 2 10．7 

社会和行为科学 1 O 2 9．0 

合计 604 1【x】 1【x】 

2．2 研究题目 

表4显示了研究题目分布情况，第 4列是同 
一 题 目在 Vessey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显然，中国 

的Is研究集中在组织类问题(46．4％)、系统／软 

件类问题(24．8％)和特殊的问题领域(10．3％)． 

这三类研究一共占到论文总量的 81．5％．Vessey 

的研究显示，这三类题 目也是两方 Is研究的重 

点，一共占到 84．1％．但相比之下，西方 Is研究中 

组织类问题占有更大的比例(65．6％)，而系统／软 

件类问题所占的比例要比中国低很多．我们和 

vessev的研究都发现，在我们各自的选定期刊和 

时问框架内，都没有出现研究计算机类问题的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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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究题目分析和比较 

Fable 4 Papers by general topics 

论文数茸 比例 Yes~y’s Study 
研究项目 

／篇 (％) (％) 

组织类问题 280 46．4 65．6 

系统／软件类问题 150 24 8 7．4 

特殊的问题领域 62 l0．3 11．1 

系统／软件管理类问题 42 7。0 7．O 

数据／信息类问题 39 6．5 3．1 

社会性问题 l8 3．0 1．6 

Is学科本身的问题 l3 2．2 4．2 

计算机类问题 O O O 

合计 6()4 l00．O l0o，O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组织类问题都是Is研 

究的熏点．正如著名学者，ISR的前任主编Benbasat 

所指出的，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Is研究的总体 

趋势是从技术性问题 向组织和管理性问题转 

移【22j．由于组织类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分析组 

织类问题中各个子题目的分布情况．从表5可见， 

在12类组织类题目中，最受关注的是“rr使用和 

操作”，占组织类问题论文的27．9％；其次是“组 

织与 Is的配合”(21．8％)和“组织学习／知识管 

理”(11．1％)．而“变革管理”等问题则少有研究． 

与西方 IS研究相比，我们对“组织与IS的配合”的 

研究相对较多，而对“技术转移”、“IT影响”和“I1r 

部门管理”则关注的较少． 

表5 组织类研究题目分析和比较 

Table 5 Papers by organiTational topics 

组织类题目 论文数量／篇 比例(％) Ves~y’B Study(％) 

rr使用和操作 78 27．9 24 4 

组织与Is的配合 (包括 BPR) 61 21_8 6．9 

组织学习／知识管理 3l l1．1 4．4 

战略 29 lO．4 6．6 

rr影响 22 7．9 l5 3 

对rr部门的管理 20 7．1 11．6 

rr实施 15 5．4 1．6 

计算机／信息本身作为一种业务 l2 4．3 0 

组织结构 4 1．4 5．O 

技术转移(例如创新、接受、采用和扩散) 4 1．4 19．4 

玛所涉及的法律／伦理／文化／政治问题(组织范畴) 3 1．1 3．4 

变革管理 l O．4 1．6 

合计 28o l0o l0o．O 

2．3 研究方法 

对研究方法的分析从两个层次进行．表 6显 

示了在最高层次上，对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的 

分析比较；表7显示了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分析比 

较．尽管西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分类各不相同，但 

在最高层次上都可以分为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 

法．表6最后3列显示的是西方学者对不同年代 

的IS论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中国的Is研究 

更多地采用非实证研究方法(84．9％)．而西方 IS 

研究中，非实证研究方法所占的比例随着时间推 

移明显减少，实汪方法已经成为主要研究方法．很 

多西方学者也曾发现这一现象，并对这种发展趋 

势做了预测．例如，Alavi和Carlson就发现从上世 

纪80年代中期开始，Is研究逐渐从理论分析向实 

证研究过度_l J．而 Vessey、Claver以及 Benbasat等 

人则认为，随着 Is学科的逐渐成熟，Ts研究中实 

证方法的应用比例将越来越高[5,15,22]． 

表6 研究方法分析和比较：实证方法 vs非实证方法 

Table 6 Papers by researchmethods：Empific~VS．non empific~ 

Alavi’Study(％) Claver’S Study(％) Yes~y’s Study(％) 研究方法 论文数量／篇 比例(％) 

1968— 1988 1981— 1997 l995— 1999 

实证方法 91 15．1 48．1 68．7 72．9 

非实证方法 513 84．9 51．9 31．3 27．1 

合计 6(14 1oo 1oo 1oo 1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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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分析显示(表7)，中国Is 

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说明性非实证方法 

(45．5％)，然后是概念性非实证方法(24，2％)和 

概念应用性非实证方法(15．2％)，前三位都是非 

实证方法．在实证方法中，常用的是“描述” 

(9，3％)；而案例研究(2．3％)、二手数据(1．8％)、 

调查(1．2％)和事后描述(0．5％)很少被使用．实 

验室实验、现场实验、现场研究和Is测量工具开 

发等方法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则从未被使用过． 

与西方 Is研究相比，我们对实证方法的应用很 

少，这也许是中西方在 Is研究中的最大差异．尤 

其是“现场研究”，在 Mavi的研究中占16，1％；在 

Vessey的研究中占26．8％，是 l995～1999年问最 

常用的研究方法．而本项研究中却没有一篇Is论 

文采用这种研究方法． 

表7 研究方法分析和比较：具体方法 

Table 9 Papers by research methods：Detailed methods 

论文数量 比例 AIavi 自Studv 研究方法 

／篇 (％) (％) 

说明性非实证方法 275 45．5 31．8 

概念性非实证方法 146 24．2 l7．6 

概念应用性非实证方法 92 l5．2 2．4 

对目标／过程／事件等 的 
56 9、3 l0．8 描述 

案例研究 l4 2．3 4．4 

二手数据 ll 1．8 0．8 

调杳 7 1．2 3．5 

事后描述 3 0．5 2．0 

实验室实验 0 0 7．3 

现场实验 O O 2．0 

现场研究 0 0 l6．1 

Is工具开发 0 0 1．3 

合计 604 100 100 

2．4 分析层次 

表8清楚地显示中国Is研究主要集中在组 

织层 (33．9％)和 系统层 (32．9％)，对社会 层 

(12．3％)和系统要素层(7．6％)的问题也有不少 

的研究．与西方 IS研究相比，我们对系统层次和 

社会层次的问题关注较多；而对西方学者十分重 

视的小组／团队层以及个体层的问题，我们却极少 

进行研究．表8的分析与前面对参考学科和研究 

题目的分析互相支持．因为我们很少进行小组／团 

队层和个体层的研究，所以也很少从认知心理学 

以及社会和行为科学中寻找理论基础；同样，因为 

我们比西方学者更多的关注系统／软件类问题的 

研究，我们在系统层次进行的研究也较多．重视系 

统层问题，而相对忽视对小组／团队层和个体层次 

问题的研究，也许是中国Is研究在分析层次上的 

最大特点． 

表 8 分析层次的分析和比较 

Table 8 Papers by unit／level of analysis 

论文数量 比例 Mavi’s Studv 分析层次 

／篇 (％) (％) 

组织层 205 33．9 25．6 

系统层 l99 32．9 7．2 

社会层 74 l2．3 3．1 

系统要素层 46 7．6 4．9 

项目层 30 5．0 8．8 

学科层 l7 2．8 1．8 

抽象概念层 16 2．6 8．8 

组织间层 l2 2 0 5．1 

小组／团队层 3 0．5 l0．9 

个体层 2 0．3 23．8 

合计 ．604 l00 l00 

3 讨 论 

从参考学科的角度看，中国Is研究与西方一 

样，从多个学科中获得理论基础，具有参考学科的 

“多样性”．很多年轻学科在发展出自己的完整理 

论体系之前，都要从参考学科中获得理论基础．Is 

学科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对参考学科的依赖也是不 

可避免的．Robey等学者就曾指出“多样性”扩大 

了Is的知识基础，增强了Is研究的创造力，有利 

于吸引广泛的优秀人才投身于Is研究l18 J．但是， 

Culnan和 Farhoomand等学者认为【9,12 J，对参考学 

科的依赖并非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的学科 

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基础应该从本学科 

先前的研究成果中寻找．所以Vessey强调，Is学 

科应该尽快建立 自己的理论体系_5-5．我们和 

Vessey的研究都发现，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以信 

息系统理论本身作为参考学科，这表明Is学科正 

在逐渐成熟．值得指出的是，中国 Is研究中以信 

息系统理论为参考学科的比例要 比西方的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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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的Is学科更加成熟．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从研究题目看，中国Is研究明显集中在组织 

类(46．4％)问题和系统／软件类(24．8％)问题上． 

与西方相比，组织类问题所占的比例较低；而系统 

／软件类问题所占的比例则较高．一方面，这可能 

是期刊选择的偏向性造成的，因为我们选择了多 

种系统工程类的专业期刊．另一方面，这说明中国 

Is研究还没有完全实现Benbasat所说的从技术性 

问题向组织和管理性问题的总体转变【22 J．很多学 

者认为 Is的核心研究领域应该是信息技术与社 

会性背景(social settings，例如人、组织)之间的交 

互作用[ ．因为早期的Is研究偏重于技术性问 

题，所以才有所谓的从技术性问题向组织和管理 

性问题的转变，但技术性问题依旧是Is的重要研 

究领域．对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Is研究而言，我 

们没有必要强调孰轻孰重，技术性问题和组织／管 

理性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此外，相对比例的高低 

不能代表某一类研究题目的重要程度．例如，IS 

所涉及的社会性问题以及对 IS学科自身的研究 

虽然在我们和Vessey的研究中所占比例都不高， 

但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 

中西方在 IS研究上的最大差别体现在研究 

方法上．西方 IS研究以实证方法为主，而中国的 

Is研究主要依赖非实证研究方法．西方(尤其是 

北美)学术界有着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研究传 

统和思维范式【6,24 J，认为客观世界总是可被观察 

和测量的，体现在Is研究中就是实证研究大行其 

道．而中国学者更善于“思辩”，有明显的解释主义 

(interpretivism)研究传统．因此，中国的Is研究中 

非实证研究成为主流．有些北美学者认为实证方 

法的广泛应用是Is学科逐渐成熟的标志l5，̈， ]． 

例如Alavi指出，非实证方法更适合 Is学科的早 

期发展阶段；随着 IS学科的逐渐成熟，实证方法 

更加具有严密性(rigorous)，也更有利于从实践中 

提炼理论u1 ．但是，一些欧洲学者批评北美 Is研 

究过分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不同意北美学 

术界提倡的所谓统一的科学方法论．欧洲学者认 

为研究方法的多元性(methodological pluralism)才 

有利于不同理论观点的融合[25]．我们认为，每一 

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研究传统、具 

体的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的已有知识，以及研究 

者的技能和资源等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研究方法 

的选择．因此，尽管需要了解和掌握国际流行的IS 

研究方法，但对于中国Is研究是否应该采用更多 

的实证方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从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中国Is学者很少进行 

小组／团队层和个体层次的研究．而在西方，这两 

个层次的研究占到研究总量的 34．7％kS／．一方 

面，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有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倾 

向于忽视个人的感受和作用，体现在Is研究中就 

是重视组织层面的研究，而忽视小组／团队层和个 

体层次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一现象说明我们的IS 

研究还需要更加细致和深入．由此我们还可以联 

想到，我们应该更多的从认知心理学以及社会和 

行为科学中寻找Is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局限之一是期刊选择．由于只选择 

了18种代表性的管理类期刊，肯定无法涵盖中国 

Is研究的全貌．例如，一些技术性 Is论文可能发 

表在计算机类或者软件类期刊上．这样，有些研究 

结果就需要调整，技术性论文的比例可能会上升． 

分类系统的选择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局限．为了进 

行国际比较，本研究采用了西方学者开发的分类 

系统．但是，由于中西方 Is学科在历史沿革和学 

科体系上有差异，我们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开 

发出自己的分类系统，以求更合理地描述中国Is 

研究的发展状况． 

4 结 论 

本项研究目的是系统分析中国Is研究的现 

状，并比较中西方在Is研究上的异同．我们发现中 

国IS研究：1)从多个学科中获得理论基础，没有把 

某个单一学科作为其参考学科；2)研究题目集中在 

组织类问题和系统／软件类问题；3)研究方法以非 

实证方法为主，实证方法应用很少；4)分析层次集 

中在组织层和系统层，对小组／团队层和个体层的 

问题少有研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璐研究在理论 

基础、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也 

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确定合适的研究题目， 

运用合适的研究方法，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开展 

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分类系统 

和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国内学者发现有潜力的研究 

领域和研究方法，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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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infornmtion systems researc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I Shao—bo，MIN Qing-fei，HAN Wei— 
School of Management，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The study aims to review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ystems(IS)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to identify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 American an d Chinese IS research from four perspectives：reference 

discipline，researches topics，research methods，and unit and level of analysis．A total of6O4 research papers pub- 

lished in 18 academic joumal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3 we identified and reviewed．A categorization approach 

developed in previous studies was adopted to classify the IS research．The results show：1)IS itself represented the 

major reference discipline used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ies，and IS resealech in China does not demon- 

strate reliance on a single theory；2)IS researchers in China have clearly focused on organizational and system／soft- 

ware issues；3)Non—Empirical Study was dominant in the field of IS research in China；4)the majority of studies 

were conducted at th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leve1．Group／team and individual level issues were not studied exten— 

sively．Compared with western IS research，Chinese IS field is still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Key words：IS research in China；topic；research method；reference discipline；unit of analysis；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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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季绍波等：中国信息系统(1s)研究现状和国际比较 85 一 

附襄 1 IS研究题目分类(引自 Vessey等的研究[ ) 

Attached Table 1 IS Research Fopics(Adapted from Vessey et al[ ]) 

1．0计算机类问题 5．O系统／软件管理类问题 

1．1计箅机／硬件的原理和结构 5．1项目／产品管理 (例如风险管理等) 

】+2计算机f1j】的通信(例如网络、分布式系统) 5．2过程管理 

1．3操作系统 5．3开发／使用的测量和评价问题 

1．4机器／．?厂编层的数据和指令 5．4人员问题 

2．0系统／软件类问题 6．0组织类问题 

2．1系统结构和lr程 6，l组织结构 

2 2软件牛命周期(需求、没汁、编码、测试) 6．2战略 

2．3程序没计语言 6．3组织与 Is的配合(例如 BPR等) 

2 4方法和技术(例如重用、模式、并行处理、过程建模、数 6 4组织学习／知识管理 

据建模等) 6，5技术转移 (例如创新、接受、采用和扩散) 

2．5工具(例如编译器 、涮试器) 6，6变革管理 

2，6产品质量(例如性能、容错) 6．7fl"实施 

2．7人机接口 6，8 IT使用和操作 

2．8系统安全 6．9对 rr部门的管理 

6 10 IT影响 

3+0数据和信息类问题 6．1 1计算机／信息本身作为一种业务 

3．1数据结构和文件结构 6．12 IS所涉及的法律／伦理／文化／政治问题(限组织范畴) 

3．2数据库 ，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 
3．3信息检索／恢复 7．0社会性问题 

3 4数据分析 7，1 IS所涉及的文化问题 

3+5数据安全 7．2 Is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7．3 1S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4．0特殊的问题领域(无法归为以上 3类的技术性题 目，帅为 7．4 Is所涉及的政治 题 

此类) 
4 1科学 工程类l 题(例如生物信息学) 8．0 IS学科本身的问题 

4．2特定的信息系统(例如决策支持系统) 8．1 Is研究 

4．3系统规划 8．2 IS教学(包括课程类问题) 

4．4实时技术(例如机器人技术) 

4．5汁算机图形学 (graphics) 

附表2 IS研究方法分类和解释 (引自Mavi和 Cads0n的研究_l1]) 

Attached Table 2 IS Re．arch Meth~s(Adapted from Alavl＆Carlson[ ]) 

实证方法 解 释 

实验室实验 处理自变量；控制干扰变量；在控制状态下进行． 

现场实验 类似于实验室试验。但是在研究现象的自然状态下进行 ． 

现场研究 不处理自变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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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细调查一个或少数几个组织、群体或系统；不包括变量处理、试验设计或实验控制；在本质上 案洌研究 

是探索性的． 

调查 包括大量的观察；研究使用试验设计但不进行试验控制． 

IS测量T具开发 对 Is研究测量工具的升发或分类体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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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模型／程序／公司／ 对某类产品／系统／应用的描述 

IS部门的描述． 

非实证方法 解 释 

概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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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义、步骤等形式对实践应用给予 说明性的 

指导；或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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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应用性的 既包括概念的成分叉包括说明的成分，先阐述一些概念或框架，然后再说明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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