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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起，信息技术在我国各个领域逐步得到广泛应用，许多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当前，摆在众多企业和组织机构面前的新课题是：如何围绕信息化条件下的生产和服务、管理和决策
以及研发和创新这三大主线，进一步明确“十二五”期间的信息化发展的方向、目标和路径，构思新
的信息化建设蓝图，提高信息化建设的管理水平和成效。
这是深入推进我国信息化建设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领域的理论工作
者、实践者、教育者和学生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为此，我们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策划出版一套“新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材”，
其中包括《信息化管理》一书。
信息化管理是一个大课题，涵盖面很广，涉及的问题很多且很新，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信息化管理》的两位作者之一傅湘玲博士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就是信息化建设
，并在联想集团有关部门参与过信息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毕业后，在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任教，继续从事信息化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
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另一位作者欧阳峰教授是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并主管商学院本科生课程体系建设的副院长。
他们紧密配合当前的迫切需要，认真调查研究，对教学和研究成果加以不断总结和提炼，历时三年，
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
本书首先介绍和阐述了信息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梳理了信息化管理的起源、发展和新的趋势。
然后，分层次阐述了我国的信息化建设体系，即从国家信息化、区域和城市信息化、政府信息化到企
业信息化四个层次，对整个信息化建设的状况进行了系统论述。
接着，又依据信息化建设的流程，即从信息化建设投资决策、信息化规划和业务流程重组、信息化建
设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到信息化建设项目绩效评估，系统地阐述信息化建设的过程，提供了丰富多样
的方法、工具和案例，分析了其中的管理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最后，介绍了支撑信息化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探讨了信息化的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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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化管理教程》根据信息化的最新发展与研究动态，对信息化管理进行了全面阐述。
全书共分4篇11章，主要介绍信息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信息化的基本体系，以信息化的实施流程
为主线，介绍信息化的投资决策、信息化的规划、信息化的实施与项目管理以及信息化的绩效评价，
并从信息化的政策、法规、标准和信息化安全角度阐述信息化的保障体系。
　　本教材适合作为高校工商管理、电子商务、信息管理、计算机应用等专业“信息化管理”（或“
企业信息化工程”、“企业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等）课程教材，亦可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研究生、企业
领导、C10及相关人员的参考资料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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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湘玲，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邮电大学。
主要教授信息化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
已出版相关著作3本，并公开发表相关论文20多篇。
欧阳峰,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教20年来，主要从事电子商务、信息化管理、网络营销等电子商务与信息经济、IT应用管理等方面
的教学与科研，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或合作完成多项课题研究，出版（含合作）论著多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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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概念1.1.2 信息化的基本定义1.1.3 信息化定义的基本要素1.2 信息社会的理论基础1.2.1 贝尔的“后
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1.2.2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与信息社会1.2.3 奈斯比特和松田米津的“信息社
会”理论1.3 全球的信息化浪潮1.3.1 全球信息化的发展1.3.2 我国信息化的发展1.4 信息化的内涵和动
力1.4.1 信息化的内涵1.4.2 信息化的层次与构成结构1.4.3 信息化的动力机制1.5 信息化的发展趋势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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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思考题】第Ⅱ篇 信息化体系第2章 国家信息化2.1 中国的国家信息化2.1.1 国家信息化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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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2.3.1 国家信息化指标概述2.3.2 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2.3.3 与国际信息社会测度指标体系的比较【
本章小结】【思考题】第3章 区域和城市信息化3.1 区域和城市信息化的概念和内容3.1.1 区域和城市信
息化的概念3.1.2 区域信息化的内容3.1.3 城市信息化的内容3.2 区域和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案例3.2.1 新加
坡的城市信息化发展3.2.2 纽约的城市信息化发展3.2.3 中国香港的城市信息化发展3.2.4 斯德哥尔摩的城
市信息化发展3.3 区域和城市信息化的评价3.3.1 区域信息化的评价3.3.2 城市信息化的评价【本章小结
】【思考题】第4章 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4.1 政府信息化的起源和发展4.2 电子政务的基本架构和模
式4.2.1 电子政务的基本架构4.2.2 电子政务的基本模式4.3 电子政务建设绩效评估4.3.1 国外电子政务建
设评估体系4.3.2 我国的电子政务评价体系【本章小结】【思考题】第5章 企业信息化5.1 企业信息化的
内容5.1.1 企业信息化的基本内涵5.1.2 企业信息化的主要内容5.2 企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5.2.1 企业信
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定义和内涵5.2.2 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具体内容5.2.3 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实施
途径5.3 企业信息化评价5.3.1 企业信息化评价参考模型5.3.2 企业信息化评价方法及其选择5.3.3 企业信
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本章小结】【思考题】第Ⅲ篇 信息化实施第6章 信息化投资决策与IT治理6.1 信息
化投资决策的必要性与内涵6.1.1 信息化投资决策的必要性6.1.2 信息化投资决策的内涵及任务6.2 信息
化投资决策过程6.2.1 信息化投资决策过程框架6.2.2 项目目标的定义6.2.3 投资决策评估标准与指标的确
定6.2.4 决策结果的获得与分析6.2.5 投资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6.3 1T治理6.3.1 IT治理的概念6.3.2 IT治理
的关键任务6.3.3 IT治理研究的发展6.4 IT治理的控制模型6.4.1 COBIT模型6.4.2 ITIL模型6.4.3 ValIT治理
框架6.4.4 IT组合管理【本章小结】【思考题】第7章 信息系统规划与业务流程重组7.1 信息系统规划的
内容和步骤7.1.1 ISP的主要内容框架7.1.2 信息系统规划过程7.2 信息系统规划的方法7.2.1 战略集转化方
法7.2.2 关键成功因素法7.2.3 企业系统规划法7.2.4 其他规划方法7.3 可行性研究7.3.1 可行性研究的任
务7.3.2 可行性研究的过程7.3.3 可行性研究的文档7.4 业务流程重组7.4.1 流程和业务流程重组7.4.2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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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研究成果成为此后二十多年来日本政府的重要政策内容。
相关的促进日本信息化的政策推动了日本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发展。
1978年12月，日本科技厅提出《关于科学技术信息活动的推进目标和政策》的报告，并由此制定了日
本科技信息工作发展的方针和政策；20世纪80年代，日本又公布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和《2000年
信息产业设想》的政策报告。
1994年4月日本邮政省成立了“电气通信审议会”，8月通产省成立了“产业结构审议会”，旨在推进
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在日本的率先提出和研究应用是基于当时日本学术界和产业界对经济发展阶段和日
本社会问题的基本判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这一抽象概念的理解，
即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已经开始由以实物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向以知识的获取和出售为主要内容的
信息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将对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产生深刻影响；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使
日本认识到作为资源稀缺国发展工业经济面临的危险，所以发展一种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成为日本
经济的重要选择，因此，该概念也适应了这一时期日本实现重型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
在信息化概念的国际传播中，法国的西蒙·诺拉（simon Nora）和阿兰·孟克（Alain Minc）起了重要
作用。
1977年，两人在为法国政府撰写的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的信息化》中，使用了法文“信息化”一词，
随即这一单词的英译“Infmormatization”被广泛传播并被各国所普遍接受和使用。
我国学术界于1986年开始讨论信息化问题。
当时，国家科委下属的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等14个单位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国信息化问题学
术讨论会”，并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信息化一一历史的使命》，该书认为信息化是“描述国民经济中
信息部门不断壮大的过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结构框架重心从物理性空间向信息和知识性空间转
移的过程”。
国家信息化工作小组1997年在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信息化的概念：在国家统
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
和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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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化管理教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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