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資訊管理」

在
各種令高中生搞不清楚其內涵為何的

科系中，「資訊管理」應該可以名列

前茅，但有趣的是，資訊管理系又是全臺灣

最普遍的科系，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資訊管

理系。筆者大學、碩士都就讀臺大資管系，

畢業後到左營海軍基地當預官，放假出了營

區看到面前的公車上貼著海軍官校的招生海

報，赫然發現海軍官校竟然也有資訊管理

系，不禁莞爾。

博士畢業後，筆者有幸回到母系任教，

成為臺大資管系自1991年創系至今唯一一位

曾經就讀本系的專任教師。回想起當年自己

入學時也搞不清楚何謂資訊管理，還曾經以

為資管系是在電機資訊學院，更覺得自己應

該負起讓一般人理解資訊管理的責任。就讓

筆者藉著這個機會，簡要地說明一下吧！

資訊管理的誕生
自從資訊科技逐漸普及、走入民間，各

行各業的各種公司便紛紛發現可以利用電腦

（或者說，資訊科技）來協助企業做經營管

理。於是公司們就聘請了一些資工系畢業的

人，請他們建置企業內的資訊系統。

此時很多公司都遇到了同一個困難：資

工人與管理人無法有效率地對話。一個顯而

易見的理由是，資工人沒有學過商業和管理

相關的知識，而管理人又沒有學過資訊科學

或資訊工程，在某些特定需求上自然是雙方

都有所不知。舉例來說，公司以往用紙筆記

帳，現在想要開發一套會計系統，但會計人

不會寫程式，而資工人又沒學過會計，兩者

要一起合作開發，自然是困難重重。除此之

外，資工人和管理人的思維模式也常常有很

大的不同。資工人本質上是工程師，擅長針

對已經定義明確的任務建構高明有效率的解

決方案，但管理議題多半沒有明確的定義，

問題甚至會隨時因為外部環境的改變而異

動，因此管理人多半習慣面對混亂的環境與

模糊的議題。當雙方溝通起來時，資工人覺

得管理人描述需求為何如此不精確，而管理

人又覺得資工人為何如此缺乏彈性，自然無

法有效溝通。

經過了一陣子的嘗試，公司們又發現了

一件事：資工人「太強了」，他們擁有一些

一般企業不需要的資訊技術，例如設計能把

高階程式語言轉成硬體能懂的機器碼的編譯

器、開發作業系統等等。這些公司們就想，

那何不鼓勵大專院校成立一種新的科系，裡

面的人要學習企業經營比較用得到的資訊技

術，但不用把資工系的整套教育都學完，空

出來的時間就去學習一些基本的商管知識，

文‧圖／孔令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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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學生畢業後來開發和維護企業所需的資

訊系統最為合適。「資訊管理」這個科系就

這樣因為企業的需求而誕生了。

企業需要的資訊技術
資管系學生的平均資訊技術，通常不

如同校資工系學生的平均資訊技術，而這也

是很合理的，就像大家應該不會期望化工系

學生的平均化學能力勝過化學系的學生。話

雖如此，有些資訊技術在企業經營上是特別

地需要，因此資管系甚至會比資工系更強調

這些技術。以下筆者列舉兩個比較明顯的例

子：

1. 資料庫管理：
每一家企業運作，都會累積大量的資

料（例如所有的歷史交易資料等），而幾乎

所有的企業資訊系統都是圍繞著這些資料打

轉，因此管理這些資料的資料庫就是企業資

訊系統的核心，資料庫管理也自然成為資管

系學生的必備能力，但資工系學生反而未必

需要這樣的技能。以臺大為例，資管系把資

料庫管理列為必修課，但在資工系則只是選

修課。

2. 系統分析與設計：
在真的動手寫程式之前，資訊人員必

須先分析任務與設計系統，而其中最主要的

任務就是瞭解使用者的需求。如前所述，使

用者經常都是完全不懂資訊技術的管理人，

他們在各自的工作範圍內都是專家，但他們

通常都無法用資訊人習慣的精確語言描述他

們對資訊系統的需求。系統分析與設計，就

是一個瞭解需求並且定義系統目標和架構的

流程，是主責建構企業內資訊系統的資管人

的必備能力，但卻比較不是資工人的必備能

力。

舉這兩個例子，顯然不是要宣稱資管

人的資訊技術比資工人還強；這邊純粹是要

強調，資訊管理與資訊工程（資訊科學）即

使從資訊技術的角度來看，也確實是兩個專

業，「在資訊技術上，資管就是資工二軍」

其實是很不精確的敘述。

資管系的課程包含資訊和管理領域，會

不會因此學不專精？

筆者認為不會，因為「在資管系要學的

是『資訊管理』，不是資訊『和』管理」。

如前所述，資管系要培養的是能跟聽懂管理

人的模糊需求描述，同時又能開發資訊系統

的人。這需要的不但不是資訊和管理各學一

半，甚至不是資工雙主修工管。

筆者先前曾執行一個產學合作案，內容

是協助一家公司建置人員排班系統，以電子

化方式進行排班作業，並且以演算法做人員

配置最佳化，以期在滿足每個時段的人員需

求下，能讓員工獲得「最良好的休息」。這

個專案最有趣的地方，就在於「最良好的休

息」是沒有明確的標準定義的。有些人認為

總休息時數要盡量長，有些人認為是最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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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休息時間要夠長，有些人認為是休假要

連續，而最有可能的情況就是大家都覺得最

好這些目標能同時兼顧，但關於怎麼兼顧，

是要有優先順序還是加權平均，則又每個人

又有不同想法了。

若要一起開發排班演算法與排班系統

的，是一個管理人（例如人資部門主管）和

一個資訊人（某資訊部工程師），則很自然

的合作方式就是由管理人設定目標（定義何

謂「最良好的休息」），再由資訊人據此開

發系統。用更一般的語言說的話，就是管理

者負責定義問題，而工程師負責解決問題。

但管理者如果完全不懂資訊技術，他無從評

估自己定義的問題是否在技術上過於困難，

也無從判斷自己定義的問題是否有充分利用

到資訊科技的可能性；而工程師如果完全不

懂企業經營目標與作業流程，而且無法用管

理者能理解的語言做表達，也就無法對於問

題定義給出建議。因此，至少針對資訊專

案，同時理解資訊和管理的資管人，就是最

適合定義問題並且解決問題的人了，而這也

是資管人的獨特價值。

資管跟資工的差別是甚
麼？	

這 問 題 的 解 答 可 以 從 產 出 的 程 式 來

做區分。科學或工程領域的程式，或者給

一般消費者使用的程式，例如防毒軟體、

Facebook、飛彈攔截系統、醫學影像辨識系

統、線上教育系統等主要會是資工人寫的。

相較之下，商管領域的程式則主要是資管人

寫的，特別是「企業間」與「企業內部門

間」的資訊服務。如物流系統、消費者推薦

系統、會計、行銷、旅館訂房系統、人力資

源排班等等，就是屬於資管的領域，每一家

企業都需要這種資訊人才，而企業在找這些

任務的資訊人才時，常常是偏好資管勝於資

工的。因此，資管系的人所寫的程式特別需

要配合商業流程，所以大學時才需要學習商

業相關的知識，為將來與非資訊人員的溝通

打好基礎。

許多大公司的 IT 工程師是資管畢業，

因為這些工程師負責設計的系統必須與公司

內部的商業流程緊密結合；這就是圖1中的黃

色箭頭，由企業內的資訊部門，針對行銷、

會計、財務、人力資訊、生產、研發等各部

門，設計與開發資訊系統去創造企業競爭

力。此外，資管系畢業生到專門賣商用資訊

系統的公司（如 IBM、 Microsoft等）擔任IT

顧問也頗具優勢。當企業的資訊系統是要賣

給其他企業時，IT顧問必須十分了解客戶企

業的需求、知道自家產品如何配合其作業流

程，才能確保自家產品確實能解決客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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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與此同時，IT顧問也必須了解自家

產品的技術規格，以為該企業做售後服務或

教育訓練。這就是圖1的藍色箭頭。當然，資

管也有人走上資工的路，就像資工也有人走

上資管的路；在上面的文章中，我只是在描

述資管的一般目標。

孔令傑小檔案

畢業自臺大資管系大學部與碩士班後，至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取得工業工程與作業研究博士學位，隨即回到母系臺大資管系

服務，擔任助理教授至今，除了在資管系開設程式設計、作業研

究、資訊經濟等課程，也在 GMBA、EMBA、進修推廣部教授統

計及資料分析、平臺策略與企業決策，更在管院開設「商管程式

設計」，推動管院各系學生將資訊科技與自己的專業結合。在研

究方面，一方面以作業研究方法探討供應鏈上的生產、存貨、選

址、合約等作業與策略問題，另一方面則以賽局理論研究多邊平

臺的商業模式與定價策略。近期加入臺大數位學習中心擔任組

長，為校內外的教師發展、學習促進、教學創新略盡心力。

資訊管理的未來
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進一步發展與

普及，愈來愈多企業都體認到應該進一步善

用資訊科技。雲端、大數據、人工智慧、區

塊鏈等辭彙如此熱門地接力出現，固然顯示

出資訊科技的潛力，卻也顯出大多數人們都

不真正瞭解這些科技在企業該如何被使用。

因此，企業應該體認到對資訊科技的掌握將

不再只是資訊部門的任務。資管人一方面更

受重視，一方面也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以

自己的專長協助企業突破、成長。期許未來

社會與企業都能一起關注資訊管理領域的發

展，讓資訊科技不再只是輔助企業經營的工

具，更是營造企業競爭力的核心，甚至是創

新商業模式的依據。 （本期專題策畫／工

商管理學系郭佳瑋副教授）

圖1：企業內的資訊服務（黃色箭頭）與企業間的

資訊服務（藍色箭頭），是資管相較於資工更適

合的工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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