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计算机的一些错误认识

不知是什么原因，逐渐出现了一些有关计算机的荒唐说法。不幸的是，这些荒唐说法已

给不少人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印象。这种错误印象给计算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造成了不必要的

障碍。

□ “计算机失误造成的过错”

几乎每一周都有一些报纸或杂志刊登醒目的标题：“计算机失误造成的过错”。把过错

归因于计算机，计算机完全成了替罪羊。我们知道，计算机是无生命的、无知觉的。然而很

遗憾，这种无知的遣责竟然还占有一席之地。

计算机会造成错误，但采用适当的系统保护或重新修改程序就可以避免。计算机造成错

误的主要原因是程序错误，而程序是由人编制的，所以归根结底是人造成的错误。例如，某

一程序的逻辑错误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内还未检查出来，可是在某一情况下却暴露了，这种

事故应当由设计者负责。计算机只能做人类要求它做的事情。

□ “计算机会导致失业”

虽然计算机替代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繁琐的工作，但是，从事这部分工作的人必将获得更

多的重新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并改变工作岗位，从这一点来看，计算机是能创造就业机会的。

□ “计算机太复杂了”

固然，不能过低地估计计算机通讯网络设计和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复杂性，但是，这些对

用户管理人员来说是不用考虑的，或者只需要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许多人不愿意去了解计算

机和信息处理，生怕自己力所不及。为了能与信息服务人员进行有效的联系，用户管理人员

只需要有一般性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能胜任管理工作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有关计算机和信息处理的基础知识是由若干层次组成的，用户管理人员最好是具有信息

服务各方面的基本知识，然后，依靠专家来达到特定的目标。

□ “只有信息服务专业人员才能开发信息系统”

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信息服务专业人员只有和用户相结合才能开发信息系统。信息服

务专业人员和用户在信息系统开发过程中各起一半作用。有些用户喜欢在与信息服务专业人

员初步交换意见之后就马上决定着手开发，这样的决定太轻率了。有些信息服务专业人员开

发的成果并非令人满意，但还顽固地限制用户参加。实践证明，一个高质量的信息系统是用

户和信息服务专业人员双方连续不断地互相帮助、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近的趋势是鼓励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信息系统的开发。一些公司还正在力图使用户管

理人员起到信息服务管理人员的作用。

□ “使用计算机意味着程序设计”

从系统开发的实际情况来看，程序设计只占系统开发工作量的 15%～30%。从整体上考

察信息服务系统，程序设计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低了。教育部门对于所谓“使用计算机意味着

程序设计”这种荒唐说法并未加以制止。商业系的学生在学习一门计算机课程时，95%的精

力用在学习 COBOL 和 BASIC 程序设计上，而对于系统的使用期限、硬件和软件的选择，和对

计算机的有效利用及有关许多重要的问题很少或根本不重视，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 “对数学的擅长是了解计算机的前提”

还有一个荒唐的说法是：一个人想要通晓计算机，他必须是一位数学家。这种荒唐的说

法早在 60 年代就有了，那时既不承认计算机科学也没有信息系统课程。因此招工者一开始

就指望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担任数据处理的程序设计员。这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数学家的首

要任务总是研究计算原理。

具有逻辑综合和思维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通晓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者、设

计者。音乐家、工程师、社会学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专门人员都能成为信息处理的积极开拓者。



□ “计算机是灵丹妙药”

某一中等规模公司刚上任的一位从事经营和财务的副总裁惊讶地发现，他的前任实际上

没有给他留下预算信息。在他试图把现有的预算数据进行分类，并为来年建立预算的一切努

力都成为徒劳之后，他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似乎发现了灵丹妙药，立刻求助于计算机，当预

算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时，该副总裁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信息服务系统和他的计算机上，以为

它能帮助他和他的职员摆脱困境，然而这也是徒劳的。因为建立一个符合他最低要求的基本

系统至少也需要三个人用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计算机能够为公司的每一方面工作服务，但时间总是一个约束条件。计算机不是短期见

效的灵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