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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以来，全球信息和通讯技术（ICT）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特别是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人
口众多而且将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中国。
有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①数已增至3.38亿人；中国手机用户达到6.95亿，稳居世界
第一；手机上网的网民达1.55亿。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步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本身经历着重大变革，而且在社会经济
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这种背景下，全面了解信息系统领域过去发生的变化和有待于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迫在眉睫。
本书的编撰适应了这种需求。
本书的突出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反映了信息系统领域的重要议题。
信息系统从20世纪60年代运用于管理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如工资系统），发展到管理信息系
统（MIS，如目前相当普及的会计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DSS，参见第9章）和知识管理系统（
第16章）；从运用于生产作业管理的库存管理系统，到物料需求计划系统（MRP），发展到企业制造
资源系统（MRPⅡ）和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参见第13章）；从对企业内部运营管理和协作（参
见第21章）进行支持，发展到包括客户、供应商在内的电子商务和移动商务（参见第14章）。
可以看出，信息系统已经渗透到现代组织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信息系统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参见
第15章）在迅速扩大；信息系统给组织的工作流程、组织结构、客户和供应商关系等带来了深刻的变
化；信息系统对组织的作用和价值（参见第8章）也从最初的提高工作效率，转移到提高企业的战略
竞争能力（参见第7章）和组织学习（参见第11章和第16章）上来。
信息系统也为企业家带来了一些新的商业机会，例如网上商店、协同生产（如维基百科）、网络搜索
（如百度）、基于社会网络的交友服务（如Facebook和MySpace，参见第2章）、信息服务（如数字图
书馆）。
新兴技术往往会对传统产业带来威胁，例如Napster之于唱片工业，Skype之于电信产业等。
信息系统给全球产业分工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工作从发达国家外包到了发展
中国家（参见第15章），后者尽管获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也面临着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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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系统（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已成为现代企业与组织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支柱，出现了不少
新的研究方向与热点问题，除了广为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之外，设计科学和定性研究方法也逐渐受到
信息系统学者的关注。
本书共22章，主要章节由世界信息系统领域十几位著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试图从信息系统的研究方
法论、信息系统的重要研究议题以及热点问题三个方面，介绍当前信息系统研究的发展前沿，旨在为
我国信息系统领域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相关人士提供必要的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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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诠释法主要关注文本或类文本（一个类文本的例子是：通过口头或书面文本了解一个组织）的
含义。
诠释法的基本问题是：“这段话的意义是什么？
”（Radnitzky，1970）。
Taylor（1976）认为：诠释法中的解释是一种对研究对象及其意义的澄清。
因此，这个研究对象必须是一段文本或类文本，也许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混乱、不完整、不清晰和看似
矛盾的。
这种解释的目的在于理清对象的含义（Taylor，1976，p.153）。
诠释的循环过程是指：对文本的整体理解与在整体理解的指导下对文本各部分的理解间不断循环的辩
证过程（Gadamer，1976）。
因为在文本阅读时，我们会通过分析上下文的环境对文本的某部分内容有一种预测。
这种理解或预测的过程是在整体理解和局部理解之间循环往复的。
正如Gadamer解释的那样：“这是一种循环关系，理解整体有助于我们理解局部，同时对局部的理解
又构成了对整体的理解”（Gadamer，1976）。
Ricoeur-认为：“诠释是一项从表面意义挖掘隐含意义，由字面含义挖掘深层含义的工作”（Ricoeur
，1974）。
从“纯”诠释法到“批判”诠释法，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诠释分析法，但对这些不同形式的讨论已经超
出了本文的范围，如果读者有兴趣，请参见Bleicher（1980），Palmer（1969），Myers（2004）
和Thompson（1981）的文献。
当诠释法运用到信息系统研究中时，研究和解释的对象即“组织”这种类文本。
在一个“组织”中，人们（比如不同的股东）会对很多问题有混乱的、不完整的、不清晰的和看似矛
盾的看法，而诠释分析的目的就是理清人与组织和信息技术间的关系。
Myers（2004）对IS研究中的诠释法应用做了综述研究，而Boland（1991），Lee（1994.）和Myers
（1994.）的文献则是成功运用诠释法的例子。
（2）符号法同诠释法一样，符号法可以视为是一种基础哲学或者是一种分析定性数据的特殊方法。
以下将从后者的角度进行讨论。
符号法主要研究符号的含义及语言的象征。
其本质思想是词语或符号都能被归类到一些主要的概念范畴里，并且这些范畴代表了被测试理论的重
要特征。
这些特征的重要程度通过它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来体现。
符号法的一种形式是“内容分析”。
Krippendorf（1980）将内容分析定义为“一种在文本中由数据到上下文环境中得到有效而且可重复参
考的技术”。
研究者搜索文本的结构和规律性，并在这些规律性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推论。
符号法的另一种形式是“对话分析”。
这种分析假定在内容的交换过程中，内容的含义就已经清晰了。
研究者通常会致力于对实际背景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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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系统研究的前沿与方向》由全球信息系统领域十几位著名专家倾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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