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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兴鹏主编的《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从系统的思想出发。
简要介绍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应用与发展，全面介绍了系统开发人员必须要掌握的主流信息系统
开发理论、方法和技术，并纳入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成果，突出强调了系统开发人员应该具备的核
心技能。
本书重点介绍了面向对象方法和UML建模技术；为突出实践性，重点章节后安排了较多可供实践的练
习题，附录中还给出课程设计任务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从提高开发人员的开发技能入手，每
章都提供了较多案例，后面专门安排两章给出了结构化方法和面向对象方法的完整开发案例，便于学
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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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兴鹏，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
在国内核心刊物和国际会议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其中被国际三大检索机构收录4篇，主编教材和著
作3部，主持与主研科研项目20余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4项。
企业委托课题5项，曾在软件公司任职多年。
参与开发和实施了多个ERP项目，对信息系统开发的方法和过程有较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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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生物学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机械论和活力论的两种对立的观点，活力论认为生
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生命现象不能还原为基本的物理、化学过程，
机械论不能解释生物学的很多现象。
“活力”是超物质的，是赋予生物体以目的和生命力的一种力量，但后来的人工合成尿素和细胞胚胎
试验的成功使活力论和机械论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有些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只有将生命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才能解释上述试验，他们主张
用机体论代替机械论和活力论。
贝塔郎菲发表了很多论文表达了机体论思想，强调把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科学的主要目
标在于发现不同层次上的组织原理。
他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机体论思想，把协调、秩序、目的性等概念用于研究有机体，形成了自己关于系
统的基本思想。
1937年，贝塔郎菲第一次提出了一般系统论概念。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一般系统论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管理领域的进展，是20世纪系统思想兴起的一个重要侧面。
19世纪末，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只凭经验安排生产
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了。
在这种背景下，泰罗、法约尔、韦伯等人奠定了科学管理理论，引导人们开始注意把工厂、企业作为
一个有机的组织来加以管理。
20世纪30年代，巴纳德提出组织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有意识协调而成的活动或力量系统”，社
会中的各组织都是这样的协作系统。
在他的组织定义中包含系统及系统等级概念，系统要素的协同、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以及时间连
续性等概念。
由此可见，系统思想已经日益深入到管理理论之中，变成自觉的管理理论的基点之一。
 系统工程的兴起与管理问题密切相关。
所谓系统工程，就是以系统的观点和方法为基础，综合地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分析解决各种复杂而
困难的问题的工程方法。
20世纪30年代，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在设计巨大工程时，感到传统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要求，提出和使
用了系统思想、系统方法等术语。
1940年，他们在实施微波通信时首创了系统工程学，按时间顺序把工作划分为规划、研究、开发期研
究、通用工程等5个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战期间，系统工程在工程管理、军事国防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运用，并由于战争的推动，系
统工程和运筹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在系统工程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系统分析的方法和思想。
这种方法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或一组希望达到的目标； （2）可供选择的技术或手段（或“系统
”）； （3）每个系统所需的“成本”资源； （4）一个或一组模型； （5）选择最佳方案的标准。
 可以看出，系统分析、系统工程及运筹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相似性来源于对某种系统性方法的
信奉。
当存在着一个目标状态S1和一个当前状态S0，并且有多种方法从S0到达S1时，按照这种观点，“问题
求解”的步骤是：定义和选择最好的方法缩短二者的差距。
这样，在系统工程中，（S1—S0）定义了“需求”，或要达到的目标，系统分析则提供一种能满足该
需求的各种系统中做出选择的规范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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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十二五"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从系统的思想出发。
简要介绍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应用与发展，全面介绍了系统开发人员必须要掌握的主流信息系统
开发理论、方法和技术，并纳入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成果，突出强调了系统开发人员应该具备的核
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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