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服务发展模式

许多计算中心在最初的 5 至 20 年中，有一个标准的发展模式，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

的情况了。信息服务发展模式一般遵循由吉布森和诺伦最先提出的“S”型曲线。他们最初

认为有四个发展阶段，后来诺伦又提出有六个发展阶段。阶段的个数仅仅与理论研究有关，

重要的是，用户通过这方面的研究要认识到信息服务发展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信息服务发展模式，在每个周期中都出现了“S”型曲线。实际上，“S”型发展模式是

各从属发展模式的累积形式。它可以说明随时间的推移整个信息服务的发展情况。每个从属

发展模式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些从属发展模式表示了下列方面的发展：

1.数据处理和信息系统的数量

2.信息系统的复杂性

3.管理技术

4.对信息服务的态度

组织方式的发展可能落后于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反之亦可能。由于“S”型发展模式

在各个周期内会重复出现，又由于它是各从属发展模式的累积形式，所以各从属发展模式的

差别会影响信息服务进入下一个周期的时间。

□ 数据处理和信息系统的发展

在最初使用计算机时，要给对利润有明显潜力的数据处理和信息系统以最高的优先权。

一个公司应该首先在诸如工资发放、收帐和总帐管理等这样的应用领域实现计算机化。具有

专门职能的那些单位，比如饮料批发中心，可以建立一个路径计算系统；而在医院，可以建

立一个病人帐单系统。只要计算机系统获得效益，还没有使用计算机的其它业务领域的管理

人员就一定会看到计算机的重要作用。这样计算机的应用就会逐步发展起来。第二个发展高

潮通常是实现包括如存货管理控制、订货单登记和处理以及市场分析这样的系统。在此阶段

中，许多部门安装了各种基本的、独立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一旦这些系统投入运行并尝

到了甜头，用户管理人员便开始寻求用新的方法来改进原有的基本系统以满足新的需要。例

如，审计员可能要求增加提供现金流动分析的功能；工厂管理人员也可能要求把功能相近的

系统都合并到一个制造业资源计划系统中，等等。

当公司的行政领导和用户管理人员在他们职责范围内对计算机的应用成为内行时，继续

强调建立独立的系统必定会使数据有很大的冗余度。有见识的管理人员极易发现这一点。未

来系统的规划不仅受到公司工作一体化需要的支配，而且受到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一体化需

要的支配。

□ 信息系统的改进

与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不同，大多数公司都可以很容易地买到具有先进技术的硬件和

软件。尽管不是必然规律，后来使用计算机的大多数公司一般都步其前辈(开始于批处理系

统)的后尘。由于批处理系统越来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于是，他们对联机、数据库这样一

些先进的技术产生了兴趣。因此，新的发展是由面向批量数据处理转变为改进型的批量数据

处理。在这个改进阶段中，人们仅仅对基本系统作了部分修改。这样的系统还是不能满足业

务领域数据处理和信息服务的要求，很快就被淘汰了。于是，人们又开始新系统的设计，在

这次设计中考虑采纳新技术，如数据通讯、先进的硬件和数据库等。下一个改进阶段，目标

是建立一个共享数据库的环境，并将功能相近的子系统综合在一起。

□ 管理技术

数据处理的管理人员在早期通常更关心程序设计，而忽视有效的管理。由于管理人员

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受到公司首脑灵机一动的指挥，

所以数据处理的管理工作往往是非常被动的。类似这样的管理都是无标准、无控制、无计划



的，应当尽量避免。

计算中心的规模和人员的扩大，必然要求管理部门提供能实现有效管理的、更加灵活的

技术。编制的手册要反映管理的方法、约定和管理过程。但是，在头五年很少有人遵循这样

的书面规定。在些阶段，盛行的管理宗旨可以说是各行其事。

由于信息服务的要求一再增长，致使管理机关只强调生产性的工作，而忽视了非生产性

的工作，如文件资料的编写，有时甚至还忽视质量。然而，明智的公司首脑终究会停止无控

制和无方向的信息服务要求的增长。但是几乎每个计算中心都出现过这种混乱情况。这就促

使信息服务管理部门必须研究和建立系统开发和项目管理的书面规定，必要时还要建立公正

的鉴定系统，健全能更好地响应用户请求的服务机构。公司信息服务的战略规划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公司首脑对信息服务的态度。一般说来，在经历了第一个发展周期后，信息服务才

有可能达到先进的水平，才能真正取得整个公司的支持。

□ 组织观念的发展

在管理技术方面，组织观念的发展是决定信息系统增长率的关键因素。起初，用户和信

息服务人员间交流的效率是很低的，有时甚至不进行交流。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数据处

理部门与业务部门对于那些无书面规定的分工会发生扯皮现象，这是由于缺乏组织观念、整

体观念和统一的认识造成的，这种互不信任的现象在第一个发展周期内会逐步地消失。

只有在计算机系统证明了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业人员是公司的宝贵财富之后，人们对信

息服务的看法才能由怀疑转变到勉强接受。这时，信息系统的数量会迅速地增长。但是，如

果每个管理人员都要求获得信息服务的优先权，那就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的扩大就会引起

信息服务的危机。在此期间，由于信息系统的一拥而起，对系统的维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在高速发展阶段之后，公司首脑和用户逐步认识到组织观念的重要性，一旦重视了这种

观念，那就为信息系统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公司的各部门、各级管理人员会自觉地参与信息

处理方面的工作。公司领导、用户管理人员和信息服务人员就会自觉地联合起来为共同的目

标而努力。

□ 信息服务发展的规律

一旦计算中心渡过发展的初始时期，便开始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接着又进入整顿时期。

在整顿时期，人们的主要任务是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如制定规划和编写资料等。因此，在新

系统的开发之前，公司必须允许暂停或者减少服务请求。整顿阶段是随着不断提高服务请求

频率而反复出现的，直到信息服务平稳增长并且能随时控制为止(参见图 12.2.2)。

以重大的技术革新作为动力，计算中心就能迅速地进入下一个发展时期。例如，廉价的

硬件和软件使许多公司实现了分布式数据处理系统，分布式数据处理系统的实现就使这些公

司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只有在公司经历了几个时期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可控制的、以稳

定状态发展的信息服务系统。当然，没有一个信息服务部门会欣赏这种稳定状态的发展，因

为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 信息服务的高速发展

只有到每个从属发展模式结束时，一个发展周期才算终止。有见识的公司领导或用户管

理人员一定会借用别人的经验来推动本公司信息服务的发展，通过统一认识来排除各种障

碍，从而使信息服务顺利而高速地发展。尽管用户不可能直接控制信息服务的内部处理过程，

然而，用户管理人员都能够影响信息服务效果。来自公司首脑和用户管理人员等方面的积极

支持和配合，能够促使信息服务工作朝着更有效、更实用的方面发展，从而加速了信息服务

的发展。

不言而喻，信息服务部门的作用也会影响信息服务顺利和稳定的发展。但要指出的是，

信息服务部门的作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业务领域管理人员与公司首脑之间的联系。

在 17 年中，某一数据处理部门由五个操作员(仅使用数据记录设备)发展到 300 多个信



息服务专业人员，信息服务在预算额和人员方面迅速的增长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把这

种发展看成是由于信息服务承担或帮助完成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而引起的。例如，目前的

订货单一般是由计算机自动产生的，大学的课表一般也是由计算机编排的，医院里的药物清

单通常也是由计算机药品发送系统给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