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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该文章基于卓越计划背景，对国内外４０所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课程
数据进行内容分析。首先依据专业课程链建立分析类目，然后对课程类型进行频数分析，对课

程科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国内课程设置过分强调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能力，信息组

织能力有所忽略，实践类课程的内容和形式有待补充。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高等工科院校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体系。此文为我国高校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改革

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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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等工科院校本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以下简称信管专业）一般隶属于经济管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或信息学院，其培养目标是具备现代

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

力、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及

信息管理等方面知识和能力，能在国家各级管理

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部门从

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管

理和评价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复合型和应

用型的人才。但现阶段我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和就业满意度不容乐

观，学生抱怨 “学的东西太多太杂”、用人单位埋

怨 “学生很难融入工作岗位，动手能力差”、社会

误解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同于计算机管理”

等等，透过现象不难发现，除了专业背景、社会

倾向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

衔接性和逻辑性不足。

我国教育部２０１０年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 （以下简称卓越计划），主要内容是三层

次、三结合。三层次指基本技能层、综合应用能

力与初步设计能力层、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层，

三结合是指课内外结合、校企结合、工程教育与

人文精神结合［１］。通过启动卓越计划，旨在培养

应用型人才，造就规模数量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文在卓越计划背景下，研究高等工科院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课程设置问题，为

高等工科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课程

体系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高校研究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

程设置的研究体现如下特点：

１卓越性体现不足。如龙朝阳通过考察社会
对信管专业的人才需求并对国内部分院校信管专

业信息技术课程的调查、分析，提出我国信管专

业的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课程受重视程度不够［２］。

奉国和认为当前信息管理教学存在教学内容与时

代发展不吻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的问题，

提出应该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为核

心，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为方向，以突出实用性

为要求，合理、科学设计我们的课程教学［３］。

２参考依据不充分。如王小云通过分析从大
陆地区和台湾地区选取的 ８所不同层次高校的信
管专业，以台湾大学和武汉大学为重点案例，从

学分分配、课程模块、课程性质、专业课程等方

面分析了海峡两岸该专业的办学特点和差异，并

提出信管专业设置的相关建议［４］。苏玉召围绕大

数据的出现和发展，借鉴了国外几所大学如卡耐

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ＭＩＴ）以及北卡罗来
纳大学等都开设了数据学课程，认为当前信息管

理专业课程面临着围绕大数据相关的教学改革，

提出了有关课程调整的建议［５］。

３课程设置的逻辑性有待提高。如李颖通过
分析信管专业与经济管理、情报学、医学以及计

算机学的融合趋势，认为未来将有更多的学科与

信管专业融合，根据现有的融合情况，提出了进

入２１世纪，信管专业的课程设置将更有逻辑性，
由４大模块组成：基础素质知识模块、现代信息技
术模块、信息管理专业知识模块和专业学科背景

知识模块［６］。朱顺泉介绍了信管专业的现状，认

为目前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只是将经济管理

和计算机技术堆集起来，远没有达到完全融合的

程度，提出未来信管专业课程设置的建议［７］。于

倩倩、彭爱东等分析比较了中美信管专业课程的

设置，发现国内各高校专业课程的设置和研究侧

重点不同，总体来说课程设置比较零散［８］。

总之，现有信管专业课程设置基本上围绕着”

模块化”的思路，课程之间逻辑性不明显，不利

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因此，应该在对国

内外高校的信管专业课程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知识学习的引导 －感知 －理解 －应用
四步骤［９］进行课程设置。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它的实质是

人们可以通过对客观信息的分析研究，找出其中

含有的隐性信息内容，对事物的发展做预测［１０－１２］。

本文采用如下步骤展开内容分析：

１提出研究问题，即卓越计划背景下高等工
科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课程设置

研究。

２抽取文献样本，以 “卓越计划”和 “信息

管理专业设置”为关键词，在 ＣＩＮＩ中进行文献查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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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从中挑选与本课题关联性高的文献。

３确定分析单元，本文的分析单元是指各个
学校信管专业开设的所有课程科目，包括理论课

程和实践课程。

４制定类目系统，本文以马费成教授及其项
目组提出的 “专业课程链”及 “专业素质链”为

依据。［１３］ “专业素质链”由认知 －理解 －应用 －
创新四个环节构成，反映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所逐步培养起来的专业素质层次。为形成 “专业

素质链”所制定的课程体系构成了 “专业课程

链”，它具有完整性和严谨性的特点。 “专业课程

链”按照信息管理的业务流程来组织和展开，在

专业教学中具有不同的任务和定位，并且对应于

专业素质链的不同环节和培养层次，支撑学生专

业素质链的形成和实现。

因此专业课程链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门户课程，

侧重培养学生在专业素质链上的认知和理解层次，

并为后续课程提供前导性支持；二是支撑课程即根

据信息管理的流程设置相应的课程，侧重培养学生

在专业素质链上的理解和应用层次；三是指与专业

课程配套的训练项目，本文称其为配套训练课程，

代表性的有课程实践、科研立项等，侧重于培养学生

在专业应用层面上的拓展，进一步向创新层次提升。

５内容编码与统计，将分析单元分配到类目
系统中去，统计各类目出现的频数，以此作为分

析的依据。

６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并对结论进行解释。

四、研究过程

（一）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了美国１７所著名院校 （依据２０１４年
《美国 新 闻 与 世 界 报 道 （ＵＳＮｅｗｓ＆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信息系统专业院校排名状况）和国内
（包括港澳台）２３具有信管专业优势的９８５院校共
４０个样本，重点收集信息管理专业本科课程计划
和课程内容，共计４０份文字材料。

（二）类目建立

本文在马费成 “专业课程链”的基础上，建

立如下类目，如图１所示。

图１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的类目划分

（三）数据分析

１课程开设类型频数分析
首先，按照门户课程、支撑课程、配套训练

课程，对４０所学校的信息管理专业本科课程设置
进行频数分析，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国内学校的信息管理专业本科课程开设类型频数统计

学校名称 门户课程

支撑课程 （按信息管理流程） 配套训练课程

信息组织 信息系统 信息技术
信息服务

与管理
传统训练课程 创新训练课程

１武汉大学［１４］ ３ ３ ４ ５ ３ ４ ０

２北京大学［１５］ １ ３ ４ ７ ３ ４ ０

３南京大学［１６］ １ ２ ４ ４ ２ ４ ０

４南开大学［１７］ １ ２ ４ ５ ４ ４ ０

５吉林大学［１８］ １ ３ ３ ５ １ ４ ０

６中国人民大学［１９］ ２ ３ ４ ９ ５ ４ ０

７华中师范大学［２０］ １ ３ ４ ６ ３ ４ ０

８中山大学［２１］ １ ２ ４ ５ １ ４ ０

９郑州大学［２２］ ２ ３ ３ ８ ３ ４ ０

１０南京理工大学［２３］ ３ ２ ４ ８ ４ ４ ０

１１浙江大学［２４］ １ ３ ２ ３ ３ ４ ０

１２清华大学［２５］ ２ ４ ４ ７ １ ４ １

７９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总第１８４期）

续表１

１３北京理工大学［２６］ ２ ２ ４ ８ ４ ４ ０

１４西安交通大学［２７］ １ ２ ３ ６ ６ ４ ０

１５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８］ １ ３ ４ ７ ２ ４ ０

１６山东大学［２９］ １ ４ ２ ５ ４ ４ ９

１７天津大学［３０］ ２ ３ ４ １１ 　　２ ４ ３

１８同济大学［３１］ ２ ３ ５ ７ ３ ４ ４

１９香港大学［３２］ １ １ ３ ５ １ ４ ０

２０香港科技大学［３３］ １ ２ ４ ６ ４ ４ ３

２１澳门大学［３４］ ２ ２ ４ ７ ２ ４ ２

２２台湾成功大学［３５］ ２ ２ ３ ７ ２ ４ ２

２３台湾大学［３６］ １ ２ ４ ９ ２ ４ ０

总计 ３５ ５９ ８４ １５０ ６５ ９２ ２４

百分比 ６．９％
１１．６％ １６．５％ ２９．５％ １２．７％ １８．１％ ４．７％

７０．３％ ２２．８％

　　表１反映出国内课程设置中，门户类课程和配
套训练课程所占比例少，而支撑类课程所占比例

高的现状。

表２反映出国外课程设置中，同样是门户类课
程和配套训练课程所占比例少，而支撑类课程所

占比例高的情况。

表２　国外学校信息管理专业本科课程开设类型频数统计

学校名称 门户课程

支撑课程 （按课程性质分类） 配套训练课程

信息组织 信息系统 信息技术
信息服务

与管理
传统训练课程 创新训练课程

１麻省理工学院［３７］ １ ２ ３ ４ １ ４ ０

２卡内基梅隆大学［３８］ １ ３ ４ ４ ２ ４ ０

３德克萨斯奥斯汀分校［３９］ １ ２ ３ ３ ３ ４ ０

４亚利桑那大学［４０］ ２ ２ ２ ４ ２ ４ １

５明尼苏大学［４１］ １ ３ ４ ３ ２ ４ ０

６宾夕法尼亚大学［４２］ ２ ４ ４ ５ ３ ４ ０

７乔治亚大学［４３］ ２ ６ ５ ５ ３ ４ ０

８纽约大学［４４］ １ ２ ３ ４ １ ４ ０

９雪城大学［４５］ ３ ５ ４ ３ ５ ４ ２

１０华盛顿大学［４６］ ３ ３ ５ ３ ３ ４ ０

１１佛罗里达州立大学［４７］ ２ ３ ３ ４ ３ ４ ０

１２德雷塞尔大学［４８］ １ ４ ５ ４ ３ ４ １

１３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４９］ ２ ３ ４ ４ ３ ４ ０

１４普渡西拉法叶分校［５０］ １ ３ ２ ３ １ ４ ０

１５德克萨斯达拉斯分校［５１］ １ ５ ４ ６ ４ ４ ０

１６印第安纳伯明顿分校［５２］ ２ ６ ４ ６ ５ ４ ５

１７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５３］ １ ６ ５ ６ ８ ４ ７

总数 ２７ ６２ ６４ ７１ ５２ ６８ １６

百分比 ７．５％
１７．３％ １７．８％ １９．７％ １４．４％ １８．９％ ４．４％

６９．２％ ２３．３％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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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表１和表２发现，国内外信息管理专业
课程链设计都以支撑课程占主要地位，但支撑课

程的具体设置存在差异：国内课程设置注重与信

息技术有关的课程，而国外的支撑课程则注重信

息组织、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服务与管理

平衡发展。根据以上数据，说明国内课程设置过

分重视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造成培养

出的人才既不具备在信息筛选、组织以及信息系

统设计、实施和评级方面的优势，也不能与计算

机专业的人才相匹敌。对于信管专业来说，技术

只是一种工具，它只有在具有目的性的过程中才

能发挥作用，单纯专注于技术而忽略其他能力的

培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信管专业向前

发展。

２课程开设科目对比分析

表３　国内三类课程的共同及个别科目对比

课程类型 ４／５及以上院校具有的相同相似课程 １／５及以下的院校具有的个别课程

门户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原理） 无

支撑课程

信息检索、信息组织或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

息经济学、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数据库结构

与原理、计算机程序设计、数据挖掘、计算机硬

件与系统软件、计算机网络、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ＩＴ项目管理、Ｃ＋＋／ＪＡＶＡ程序设计、计算机操作
系统、离散数学、专家支持与决策系统、计算机通

信与网络技术、计算机算法、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配套训练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案例分析、寒暑假社会实践、学生

科研立项、学生学术社团、毕业设计

管理软件实习 （北大）、商务系统模拟 （清华）、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山大）、电子商务概论 （天

大）、创新能力拓展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 （同济）、自主研究与学习 （香港科技大学）、

信息系统项目、专题 （澳门大学）

表４　国外三类课程的共同及个别科目对比

课程类型 ４／５及以上院校具有的相同相似课程 １／５及以下的院校具有的个别课程

门户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概论、计算机基础
信息介绍学 （资讯介绍）、企业与社会中的信息技

术、计算机和网络社会

支撑课程

信息检索、信息组织、信息系统分析与建模 （设

计）、信息系统管理、信息安全管理、信息分析与预

测、信息战略与信息经济前沿、信息政策与法规、信

息系统的审计与安全、信息科技战略与管理、数据通

信、数据库设计与管理、程序开发设计、通讯管

理、ＩＴ战略 （风险）、数据收集，分析和管理、数

据结构、信息人机交互／交互设计、基于 ＷＥＢ的
产品和服务设计与开发、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２１世纪的组织创新、编程基础、中级编程、定义与
创新业务流程、商务分析中的数据挖掘、信息研究

和服务、信息报道与描述、信息系统中的组织、社

会及世界因素、专家咨询系统、技术与创新战略、

操作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商业智能软件与技术、

网络社区的研究、网络时代思维、Ｊａｖａ面向对象编
程、会计信息系统与 ＩＴ治理、财务信息系统与
技术

配套训练课程

信息管理技术实习各种专题资讯、信息政策分析

专题、信息政策研讨会、图书馆和信息中心专业

实践

计算机和网络社会实验 （亚利桑那）、信息管理技

术合作教育 （雪城大学）、信息系统专题 （德雷赛

尔大学）、当代主题的资讯、凯普斯项目实习生

（印第安纳伯明顿分校）、创业研讨：建立公司、博

士基金会研讨会、研究方法—课程实验方法 （密西

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通过对比表３和表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国内大部分高校信息专业共同课程少且

设置不全面。

通过对比国内与国外的课程发现，国外的课程

设置不仅有“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组织”、“信息分

析”，还设有“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的传播和服务”、

“信息管理技术实习”、“信息预测”、“信息审计与安

全”、“信息政策与法律法规”、“信息科技战略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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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战略与信息经济前沿”。这其中体现了对

“专业素质链”的培养，即按照认知 －理解 －应
用－创新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
体现了课程设置的完整性和逻辑性。

（２）国内课程设置的实践和应用性差。
国内学校的课程设置主要以书本形式的知识

为主，提供信管专业的基础知识，这主要体现在

国内的支撑课程中缺少实际操作讲演课程，同样

是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国内教材主要介绍的

程序设计的逻辑关系，而国外则主要是实际的操

作；配套训练课程缺少正规有效的实习项目，国

内这类课程主要是学生团体活动，国外则是本行

业的资深学者与学生的研讨会或者到合作公司进

行联合培养。对比来看国外的课程设置更有利于

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３）国内课程设置缺乏创新类课程，与时代
脱节。

国外课程设置中关于创新及战略类的课程很

多，如 “２１世纪的组织创新”、“信息战略与信息
经济前沿”、“定义与创新业务流程”、“技术与创

新战略”、 “网络时代思维”等，其目标主要是培

养学生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适应时代的发展。

另外，国内的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

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设置与国外大学的设置

重合度较高，具体见表５，这些学校的信管专业在
全国名列前茅，值得我们借鉴。

表５　国内典型大学课程设置重合状况

国内大学 与国外大学重合课程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概论、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组织、信息分析与预测、信息检索、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原理、智能信息系统

北京大学
信息组织、信息存储、信息检索、信息服务、信息传播、信息的分析与决策、数据结构、程序语

言、数据库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政策与法规、信息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
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安全、咨询原理与应用、知识管理、计算机原理、数据库系统、数据结

构、程序设计基础、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南开大学
信息资源的组织、信息检索、管理信息经济学、专家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计算机基础、程序设

计、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与应用、ＵＮＩＸ操作系统、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技术

　　五、信息管理专业课程科目设置

体系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本文认为要提高我国信
管专业的办学水平，需遵循以下课程设置原则：

１要以卓越性培养为目标，按照 “专业素质

链”提到的认知 －理解 －应用 －创新为准则设置

课程体系，注意课程之间的逻辑性和完整性。

２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设置创新类课程。
３补充课外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借

鉴国外的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或者学校自办企

业，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４提倡学校组织一些前沿技术的交流会，邀
请行业内的专家与学生交流，紧跟时代发展。

本文提出的课程设置如表６所示：

表６　课程设置科目表

课程类型 具 体 科 目

门户课程 信息管理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支撑课程

信息组织、信息构建、信息搜索、信息资源建设、信息分析与预测、信息服务与用户、信息系统分

析与设计、信息经济学、信息审计与安全、信息政策与法律法规、信息战略与信心经济前沿、信息

科技战略与管理，基于ＷＥＢ的产品和服务设计与开发、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数据库结构及原理、
Ｃ＋＋／ＪＡＶＡ程序设计、计算机算法、数据挖掘、ＩＴ项目管理、离散数学、操作系统、信息安全、
定义与创新业务流程

配套训练课程
信息系统案例分析、信息管理技术合作教育、创新能力拓展项目、管理软件实习、程序设计实习、

前沿技术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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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不足之处

本文通过对４０所高校的信管专业本科课程设
置进行内容分析，得出以下结论：１国内课程设
置缺乏完整性，过分强调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

能力、忽略其他能力；２国内课程设置缺乏应用
性和创新类课程；３在此基础上，结合卓越计划
和专业课程链构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

科目设置体系。

本文研究存在如下不足：１样本量偏少，本
文仅选择国内外信管专业靠前的４０所学校进行分
析，未来研究要扩大样本量进行统计分析，使研

究结论更具外推性。２没有将高校类型作为控制
变量。本文将工科院校作为一个大的整体，没有

根据专业发展来源和背景进行分类，在某些特色

课程的分析上会有所缺失，未来研究要考虑不同

高校类型，使研究结论更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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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ｎ／ｄｅｐ／ｉｒｍ．

［１８］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
设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６］．ｈｔｔｐ：／／ｇｌ．ｊｌｕ．ｅｄｕ．
ｃ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ｕ＿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ｉｄ＝１７＆＆ｐａｒｅｎｔ＿ｉｄ＝
２＆＆ｄａｔａｉｄ＝３４．

［１９］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本科专业设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ｍ．ｃｎ／ａｂｏｕｔ／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０］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人才培养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６］．
ｈｔｔｐ：／／ｉｍｄ．ｃｃｎｕ．ｅｄｕ．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ｃ
＝ｉｎｄｅｘ＆ａ＝ｌｉｓｔｓ＆ｃａｔｉｄ＝７１．

［２１］　中山大学咨询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本科教学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０５－０９－１７）［２０１６－０６
－１６］．ｈｔｔｐ：／／ｉｍ．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ｓｐ？ＯｂｊＩＤ
＝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Ｄ＝６３．

［２２］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本科教学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５．ｚｚｕ．ｅｄｕ．ｃｎ／ｘｘｇｌ／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ｇｅＤｉｒ／ｘｙｇｋ．ｈｔｍｌ．

［２３］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本科生教育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６］．
ｈｔｔｐ：／／ｓｅｍ．ｎｊｕｓｔ．ｅｄｕ．ｃｎ／？ｐａｇｅ＿ｉｄ＝１５１．

［２４］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
课程设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ｏｍ．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ｚ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ｂｅｎｋｅ／ｋｅｃｈｅｎｇｓｈｅｚｈｉ／．

［２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
本科专业设置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ｎｅｗｔｈｕ／ｎｅｗｔｈｕ＿ｃ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ｄｆ／ｂｋｚｙ＿３０．ｐｄｆ．

［２６］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７－０９）
［２０１６－０３－１６］．ｈｔｔｐ：／／ｓｍｅ．ｂｉｔ．ｅｄｕ．ｃｎ／ｚｗ／ｘｓｘｍ／
ｇｌｋｘｙｇｃｘ／ｚｙｚｓ／６３９９．ｈｔｍ．

［２７］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系核
心课程［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６－０７）［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ｘｙｎｒ．ｊｓｐ？ｕｒｌｔｙｐｅ＝ｔｒｅｅ．
ＴｒｅｅＴｅｍｐＵｒｌ＆ｗｂｔｒｅｅｉｄ＝１６３４＆ｗｂｘｊｔｕ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ｄ＝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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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
培养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３－１２）［２０１６－０６－１６］．
ｈｔｔｐ：／／ｓｏｍ．ｈｉｔ．ｅｄｕ．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３－０３／１３６３４．ｈｔｍｌ．

［２９］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管类）
专业培养方案［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９－１８）［２０１６－０４
－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ｋｊｘ１．ｓｄｕ．ｅｄｕ．ｃｎ／ｇｅｔ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Ｉｄ＝９ａ９４０７１９－９ｄｆ６－４８２ｆ－８ａ７９－
５ｆｄ０６５ａ９ｆａｄｅ．

［３０］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
科培养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１５）［２０１６－０６－
１６］ ．ｈｔｔｐ：／／ｃｏｍｅ．ｔｊｕ．ｅｄｕ．ｃｎ／ｊｙｘｍ／ｂｋｘｍ／ｐｙｊｈ／
２０１３０５／ｔ２０１３０５１５＿１７３３８９．ｈｔｍ．

［３１］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教
学安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１］．ｈｔｔｐ：／／ｊｗｃ．
ｔｏｎｇｊｉ．ｅｄｕ．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ａｃｔｉｏｎ＝ｚｙ＿ｉｎｆｏ＆ｃｌａｓｓｉｄ＝
６６６１＆ｙｘｄｍ＝０１０＆ｚｙｄｍ＝０１０２４＆ｎｊ＝２０１５＆ｔ＝ｓｈｏｗ．

［３２］　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系统专业培养计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ｂｅ．ｈｋｕ．
ｈｋ／ｆ／ｐａｇｅ／２４０７／ＢＢＡ（ＩＳ）．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ｅｓ．１２－１３％２０
（ｐａｒｔ％２０Ｉ）．ｐｄｆ．

［３３］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咨询管理专业课程设
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ｍ．ｕｓｔ．
ｈｋ／ｉｓｏｍ／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３４］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资讯学专业本科课程计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６］．ｈｔｔｐ：／／ｆｂａ．ｕｍａｃ．ｍ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ｓｔｕｄｙ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ｓｅｌ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ｃｋ／？ｌａｎｇ＝ｚｈｈａｎｔ．

［３５］　台湾成功大学电机资讯学院．资讯工程学本科课程
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２－０８）［２０１６－０６－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ｉｅ．ｎｃｋｕ．ｅｄｕ．ｔｗ／ｎｃｋｕ＿ｃｓｉｅ／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３６］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资讯管理本科课程计划［ＥＢ／
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ｔｕ．
ｅｄｕ．ｔｗ／ＩＭ／％Ｅ８％ＡＡ％Ｂ２％Ｅ７％Ａ８％８Ｂ％Ｅ７％
８９％Ｂ９％Ｅ８％８９％Ｂ２／％Ｅ５％Ａ４％Ａ７％Ｅ５％ＡＤ％
Ｂ８％Ｅ９％８３％Ａ８．

［３７］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信息技术专业本科课
程设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ｃａｔａｌｏｇ．
ｍｉｔ．ｅｄｕ／ｄｅｇｒｅｅｃｈａｒ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ｕｒｓｅ－１５／．

［３８］　卡内基梅隆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信息系统管
理本科课程设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ｅｉｎｚ．ｃｍｕ．ｅｄｕ／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ｉｓｍ／
ｏｎｅｙｅａｒｔｒａｃｋ／ｏｎｅｙｅａｒｍｉｓｍ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３９］　德克萨斯大学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培养计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１－２３）［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ｍｃｃｏｍｂｓ． ｕｔｅｘａｓ． ｅｄ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ＩＲＯＭ／
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４０］　亚利桑那大学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本科培养计
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ｄｅｇｒｅ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ｉｚｏｎａ．ｅｄｕ／ｍａｊ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４１］　明尼苏大学商学院．信息系统管理专业本科培养计
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８－２４）［２０１６－０６－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ｒｌｓｏｎｓｃｈｏｏｌ．ｕｍｎ．ｅｄｕ／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ｍａｊｏｒｓｍｉｎｏｒ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ｔｍｌ．

［４２］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信息系统专业本科培
养计 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ｓ：／／
ｏｐｉｍｗｅｂ．ｗｈａｒｔｏｎ．ｕｐｅｎｎ．ｅｄｕ／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ａｃｋ／．

［４３］　乔治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系统学院．信息学本科生
培养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ｃｉ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ｇｓｕ．ｅｄ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４４］　纽约大学信息执行与管理科学学院．信息系统本科
课程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ｅｒｎ．ｎｙｕ．ｅｄｕ／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ｔｅｒｎ／ａｂｏｕ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ｃ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ｉｏｍｓｄｅｐ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４５］　雪城大学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与技术本科课程设置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ｃｏｕｒｓｅｃａｔａｌｏｇ．
ｓｙｒ．ｅｄｕ／ｐｒｅｖｉｅｗ＿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ｈｐ？ｃａｔｏｉｄ＝３＆ｐｏｉｄ＝
１０４６＆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２５９．　

［４６］　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信息学课程培养计划［ＥＢ／
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ｓ：／／ｉｓｃｈｏｏｌ．ｕｗ．ｅｄｕ／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４７］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信息学院．信息技术本科课程要
求［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ｉｓｃｈｏｏｌ．ｃｃｉ．
ｆｓｕ．ｅｄ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ｉｔ／？＿ｇａ＝１．１０８７７７９２２．
１１１１９３９９９０．１４４０３８２４７１．　

［４８］　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信息系统本科课程计
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ｃａｔａｌｏｇ．ｄｒｅｘｅｌ．
ｅｄｕ／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ｇｒｅ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ｅｘｔ．

［４９］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信息学院．信息管理培养计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８］．ｈｔｔｐ：／／ｉｓｃｈｏｏｌ．ｕｍｄ．
ｅｄｕ／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ｐ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ｉｌｅｓ／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ｄｅｇｒｅｅ＿ｐｌａｎ＿０．ｐｄｆ．

［５０］　普渡西拉法叶分校克兰纳特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
统本科课程设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ｋｒａｎｎｅｒｔ．ｐｕｒｄｕｅ．ｅｄ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ｓｐ．

［５１］　德克萨斯达拉斯分校纳文·金达尔管理学院．信息
技术与管理本科课程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
１８］．ｈｔｔｐ：／／ｊｉｎｄａｌ．ｕｔｄａｌｌａｓ．ｅｄｕ／ｉｓ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ｍ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５２］　印第安纳伯明顿分校信息与计算机学院．信息学本
科课程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ｏｉｃ．ｉｎｄｉａｎａ．ｅｄｕ／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５３］　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信息学院．信息科学本科课
程设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ｉ．
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ＣｏｕｒｓｅＣａｔａｌｏｇ．

（责任编辑：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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