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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我国信息管理专业发展模式

的对比研究
张 凌，季颖

（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 武汉  4300811）

摘要：随着信息管理专业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全球对信息管理的重视程度以及不同国家对信息管理专

业及学科建设都有了新的要求，本文对美国和中国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历程，他们的专业发展模式进

行了对比，其中模式对比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比较，通过对比最后得出美国信息管

理专业改革对我国信息管理专业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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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pay mo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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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ttention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taken some innovations disciplines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de, and gives 

us enlightenment eventually.

Keyword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 America,  China,  Comparisons

引言

信息管理专业作为集管理科学与信息技术

于一体的交叉型专业，其发展模式也应随着社会

需求的变化而作出相应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社会各界对于信息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例如企业信息化、医疗信息化等，信息化的理念

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的每个方面。许多年前“信

息化推动工业化”成为了大多数制造企业的发展

目标。近年来，管理信息系统这门学科才在内

地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之前的研究领域

主要集中在管理工程与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

科，并没有体现信息管理专业作为一门对信息、

数据、知识进行提取、分类、存储和管理的特色，

加之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无疑对此专业提出了新

的要求。然而，我国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发展尚

未成熟，课程结构、教学方法等方面亟待改革。

随着信息资源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对如

何提取、筛选、存储信息等问题的研究也变得

越来越热门，现阶段，许多学者提出了信息学

院教育未来发展的不同道路。本文通过对比美

国与我国信息管理专业发展模式的差异，得出

美国信息管理专业改革的成功实践对我国信息

管理专业发展的启示，从而更好地改革信息管

理专业的教学实践。

1  美国与中国信息管理专业的发

展历程

1.1 美国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历程

1988 年，来自匹兹堡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

学学院院长卡博与雪城大学信息学院院长麻钱

德和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里

特尔形成了美国信息学院的三足鼎立之势。之

后，随着罗格斯大学信息传播及图书馆学院院

长巴德的加入，从而形成信息学院的四大领军

人物。初期的美国信息学院四大巨头在图书馆

与信息科学教育协会（ALISE）的一次会议上应

运而生。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四大巨头在进

行着非官方的会见。组成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分

享信息、促进教职员工的联合以及解决如何定

义解释信息科学学科的问题。2001 年，四校小

组在托尼的带领下于匹兹堡进行了改组，参与

者包括雪城大学、德雷塞尔大学、华盛顿大学、

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的院长。由此，美国信息

学院五大联盟得以形成。2003 年，信息学院联

盟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新成员有伊利诺伊大学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生院、北卡罗莱纳大学

信息与图书馆科学学院、弗罗里达州立大学信

息学院、印第安纳大学、德克萨斯大学信息学院，

美国与我国信息管理专业发展模式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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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由五大联盟变为美国信息学院十大盟校。

十大信息学院盟校小组开始将提升信息学院认

知度纳入议事日程。

1.2 中国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历程

信息管理专业是我国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新

型交叉性学科，其前身为图书馆情报学。我国图

书馆学的发展历史长达 90 年之久，发展历程可以

用跌宕起伏这四个字来形容。信息管理专业在我

国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开端及第一

个繁荣，第二个繁荣及其衰落，第三个繁荣期及

其复苏。1913 年美国图书馆学专家克莱曼斯在我

国首先开设了图书馆学专业，成为我国图书馆教

育发展的开端。[1] 之后一系列大学纷纷效仿，图

书馆学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1949 年到 1978

年见证了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起起落落。北京大

学、武汉大学培养了图书馆人才共计约两千余人。[2]

改革开放以后，图书馆学的发展得到扭转，90 年

代随着市场经济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学

也进入了调整阶段。步入 21 世纪以后，图书馆学

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学校采取相关措

施来缓解招生难的困境。例如更改专业名称（更

名为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等）、重新设

置核心课程等。

2  美国与中国信息管理专业发展

模式对比

2.1 培养目标对比

由于中国与美国国情、信息管理发展的成熟

程度不同，培养目标的不同体现在具体程度、多

样化程度、各阶段细分程度上，具体如表 1 所示。

中国 美国

具体程度
培养目标为教育部统一规定，较为笼统，
各高校没有太多特色分野

国家未作统一规定，各个信息学院培养目标、方向均
不同，且描述具体

多样化程度 单一 多样性强、各有特色

各阶段细分 本、硕阶段培养目标并无太大差别
本、硕、博阶段培养目标层层深入、广度不断拓展，
且各项目培养目标皆不同

表 1  中美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对比

国内著名的信息管理学院，以武汉大学为例，

其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几乎与《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和介绍》一致，描述较为笼统。通过

对比发现，国内高校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在

本科与硕士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而博士阶

段则是为了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就业方向

为各大研究所以及高校。[3] 美国各大信息学院的

培养目标如下表 2 所示：

培养目标

麻省理工大学 [4] 让学生成为商业领域具有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的人才，具体就职领域涵盖工程管理、产品
设计、系统架构、咨询行业等，学习期间注重对学生领导能力的培养

卡内基梅隆大学 [5] 分为信息系统管理、信息安全、信息技术三个不同方向，根据方向、项目时间长短不同确
立不同的培养目标，如企业高管、技术人员等

   雪城大学 [6]
本科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沟通技巧，成为用户与技术设计者之间沟
通的桥梁；硕士除了有为学生设置的传统课程项目，还有为管理者设立的项目；博士阶段
主要培养研究者、教师、咨询顾问等理论层次要求较高的人才

表 2  美国信息学院培养目标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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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设置对比

中国大陆高校的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一般包括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核心课、

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5 个模块。[7] 美国信息

管理专业则根据信息学院的发展目标、历史传统

来确立课程体系与具体课程设置，因此没有对信

息管理课程作出统一安排，加之培养目标、培养

方向、研究领域、师资擅长各不相同，课程内容、

授课方式差异较大。通过笔者调查，美国大学信

息管理专业大多采用的是“核心课程、选修课程、

专精课程模块、实践”的课程设置方法，核心课

程为专业必修课，学生在选修课程中选修自己感

兴趣的课程，最后做出专业相关的项目。国外信

息管理专业鼓励学生跨学院、跨学科选课，例如

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这种

方式说明了信息管理学科的多维特色，使学生既

能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有较多的选择机会，

从而拓宽了就业面。[8]

经过笔者对美国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资料的收

集与整理，美国信息学院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

程体系与课程设置可总结为“核心课程、专精课程、

实践课程”模式，如下表 3 所示：

  核心课程 信息组织与检索 信息获得、储存、索引、分析方法，编码标准等

信息技术 数据库技术、数据库管理、ERP 技术

信息环境 强调人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用户 着重强调用户体验，例如界面设计、人机交互等

专精课程 信息分析 如数据分析、文本分析等

信息安全 用户、企业的信息安全问题

法律与商科类 会计、金融、信息经济学、知识产权

行为领域 行为概论、管理者行为、信息咨询顾问等

实践课程 根据项目侧重来设计实践项目

表 3  美国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为了对目前就业市场上对信息管理专业毕业

生的需求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 , 笔者某些用人单

位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信管理专业人才需求调查。这

些被调查的单位有国有大中小型企业、股份合作企

业、私营企业及合资独资公司等以及政府部门和事

业单位等等。[9]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单位对信

息管理专业毕业生的需求是希望他们能够从事信

息系统开发与管理维护工作。而这类工作要求毕业

生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而专业社会实践课程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认识该职业的社会角色，并了解

该角色是如何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 [9][10]

2.3 职业发展对比

中国与美国信息管理专业职业发展的不同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目标的确立上，二是专

业培养目标与职业目标的差距上，如下表 4 所示：

中国 美国

职业目标的确立 职业规划不明确
职业规划较早，大多学校有专业职业咨询师
帮助学生确立目标

培养目标与职业目标的差距
过度注重理论、忽视实践、过于偏重
技术或管理某一方面

培养目标与职业目标无缝对接，按需培养人
才，注重综合能力实践能力、领导力培养

就业指导重视程度 规划意识较弱、缺少职业咨询类部门 设有就业规划部、配有专业职业咨询师

表 4  中美信息管理专业职业发展对比

美国与我国信息管理专业发展模式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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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国内信管专业毕业的学生在“过

渡”时期比国外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更为吃力，

因为缺少实践环节，且国内高校普遍对动手能力

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反，国外高校在课程设计中

设有实践类课程，一些高校例如匹兹堡大学信息

学院与相关企业有合作关系，学生毕业以后可以

直接进入合作公司工作。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信息

学院人才培养的大致方向如下：清华大学主要为

技术型企业输送人才、复旦大学主要培养管理人

才、武汉大学毕业生是为信息资源导向型企业的

摇篮 [9]、南京大学为政府部门、公共管理部门提

供人才，信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具有知识面广、

能够从事多项工作、视野开阔的优点。但由于课

程设置中缺少实践环节，学校对于学生动手能力

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刚刚毕业的学生与用

人单位的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3  美国信息管理专业改革对我国

信息管理专业发展的启示

3.1 加强信息学院联系与交流

加强院校联系是未来信息学院院校发展的必

然结果。信息管理科学包含了各种领域的知识，

因此，目前无法给信息管理这门学科笼统下一个

明确的定义。只有像美国一样，建立全国范围内

的信息学院联盟，从而更容易实现教育、人才培

养目标。想要最终达成信息管理专业改革的成功

实践还是要通过院校间的交流与合作，然而在强

调信息学院联盟寻找各院校共性的同时，也要根

据各学校的历史传统、研究特色等确定研究核心

以及教师的组织结构。当然，信息学院联盟现有

成员并不能够忽视个性化发展，同时要将合作研

究放在首要位置。

加强合作与交流的另一方法是定期召开学术

会议。学术会议的参与者可以是教师、学生、

科研工作者以及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通过定

期召开学术会议，教师可以交流适当的教学方

法，科研工作者了解最新的研究动向，学生了

解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相关领域的工作

人员为学校出谋划策，结合职业目标确立教学

目标与教学方法。

3.2 设置体现跨学科思想的课程

现阶段，我国教育部将各高校的相关专业合

并到管理科学类的二级科目中，即管理科学与工

程，并命名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成为商科、

计算机科学技术糅杂的交叉型学科。信息管理专

业的研究内容为信息、人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包

括如何对信息进行提取、获得、存储、分类、检

索等等。社会上存在许多与信息相关的机构，例

如图书馆、档案馆等以及互联网兴起后的电子图

书馆。这一专业所要达到的要求是使学生具有一

定的信息素养，即有一定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

服务能力、信息组织能力，而不仅仅是计算机科

学技术、管理类课程所能代替的，也不是商科类、

信息技术类知识的简单杂糅。因此，各校要根据

自身发展特点来设置科学的课程体系。

对于课程体系的改革措施，根据我国现阶段

国情，我国科采用如下的课程模块设置：公共基

础课课、核心课、专精选修课。如果有可能，学

校可以提前为学生做好职业规划，对专精选修课

进行分类，例如信息安全方向、数据分析方向、

技术管理方向、图书馆系统管理方向等等，让学

生提前对未来职业有所规划。

3.3 明确职业目标

明确职业目标需要社会、学校以及学生自身

的共同努力。社会要加强信息管理理念的渗透。

鉴于许多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报考本专业之前

并未对信管专业有很深的了解，各大高校的信息

学院可以去当地高中办讲座、进行宣讲会，通过



091

介绍专业概况、毕业生就职状况来让更多的学生

了解信息管理专业，让其提前有职业规划与职业

目标。同时，各大高校应加强职业咨询机构的建设，

帮助学生选择最合适自己的项目与导师，并为学

生提供相关职业咨询服务让所选的课程轨道更加

符合其职业需求。

同时，社会也要建立完善的职业准入制度，

对于入职者进行规范的职业资格考试与背景审查。

只有设置完善的职业准入制度，学生才能更容易

确立奋斗目标。完善职业认证制度是保证我国信

息相关职业专业化的关键。不论任何信息科学领

域单位中的管理者、服务者，其所受教育水平、

专业背景、工作经验皆会对信息管理工作者的工

作水平产生影响，直接影响信息管理机构的办事

效率，形成信息职业的基本声誉。

4  结论

美国信息管理专业的改革实践对我国信息管

理专业未来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

信息管理专业还有许多方面亟待提高，例如培养

目标的具体化程度、职业认证制度的完善程度、

职业培训、对于实践动手能力的重视程度、课程

设置的合理化程度等等。本文通过比较国内外信

息管理教育模式的不同，分析美国信息管理专业

改革对我国信息管理专业改革方向的启示。例如

加强校际的联系与交流、形成职业为导向的办学

特色、设置有重点、多样化的课程等等。笔者认为，

实现这些未来发展道路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国外发展较成熟的学校经过了漫长的尝试，也有

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由于信息管理专业的跨

学科性质，改革本身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我国

信息管理专业需要在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可谓我国信息管理专业的改革面临巨大的挑战。

然而，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要抓住当今社

会的快速发展为信息科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发展机遇，为我国信息管理专业改革创造优势

与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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