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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管)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推动信管专业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基于基础理论与技

术类、系统开发与管理类、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课程的信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信管专业人才

应具备信息管理、数据分析、系统开发等关键能力。通过运用质量功能展开(QFD)理论，本文搭建了信管

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的“质量屋”模型，并以A高校为例进行实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校在系

统开发与管理类课程和基础理论与技术类课程的教学效果较好，但在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课程的教学

效果相对较弱。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当增加信息系统开发实训、开拓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等新兴技术课

程、融合管理决策与数据分析实践课程等建议，为高校完善信管专业人才教育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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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MIS) professionals is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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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MIS disciplin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alent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courses in basic theory and technology, system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data analysis 
and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emphasizing key competencies such a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ata 
analysis, and system development. By applying the Quality Function Development (QFD)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House of Quality” model to evaluate the cultivation of these competencies, 
and takes University A as an example for case analysis. Results show stro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system development and basic theory courses, but weaker performance in data analysis and in-
telligent application courses. To address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enha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raining, introduc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ke cloud computing, and integrating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with data analysis practices. These suggestion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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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alent Development, Key Capabilities,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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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管”)专业是一门结合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技术和数据科学等

多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问题，对推动高校教育体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信

管专业人才的关键能力培养是指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与实践，使学生掌握在数字化环境中设计、实施和管

理信息系统所需的核心技能。这些能力不仅包括理论和技术层面的专业知识，还涵盖业务理解、创新思

维和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以满足当代企业对数字化技术和系统化管理的需求[1]。尽管信管专业在人才

培养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商业环境中仍存在课程体系与实际需求衔接不畅、技术与业务

融合不足、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等问题。因此研究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问题，不仅为信管专业人才

步入职场提供了核心驱动力，同时也推动了企业和社会的高效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2. 文献综述 

在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指标构成方面，赵悦[2]分析了大学生进行创业的五种关键能力，分别是创

新、学习、沟通、分析调整、自我管理能力，这五种能力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建大学生综合能力

体系。黄晓懿等[3]将大学生关键能力分为学习能力、思辨和沟通能力、创新创业和就业能力，以此来研

究培养路径。邱丽玲等[4]提出通过培养本科生在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个性能力的关键能力

以提升人才培养效果，对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信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评

价研究方面，桂海霞等[5]从专业知识能力、个人素质和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出发，采用熵权法对信管专业

人才就业能力进行评价。刁雅静等[6]以培养目标、教学方法、课程体系三个方面指导信管专业人才培养。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视角对信管专业人才培养进行了相关研究，但仍存在实践结合不紧密的问

题，且少有文献对信管专业具体课程进行深入研究。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理论自提出以来受到众多领域的青睐，如今已被广

泛应用于人才培养领域。刘英等[7]应用 QFD 方法研究高校机械类人才的培养路径。蔚莹等[8]运用 Q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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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学生的能力差异来指导学生未来的发展。在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研究中引入 QFD 方法，能够

将企业需求转化为具体的教育目标，系统化地识别和优先排序信管专业人才的关键能力，确保培养方案

与行业需求高度契合。通过量化分析和持续改进机制，QFD 方法为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优化路径，

助力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3.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及培养体系构建 

3.1.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构成 

信管专业人才的关键能力是个人核心竞争力的象征，对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信

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划分为信息管理、数据分析和系统开发三个主要方面。 
1) 信管专业人才信息管理能力 
信管专业人才的信息管理能力是指通过对大量信息的筛选与分析，实现信息向决策的转换，从而指

导企业优化决策。信息管理能力直接影响企业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依据信息管

理的核心职能和实际业务需求[9]，本文将信息管理能力分为信息系统规划与设计能力、信息资源整合与

管理能力、数据存储与数据库管理能力、信息安全与风险控制能力四项基本能力。其中，信息系统规划

与设计是信息管理能力的基础，能够根据业务需求设计高效的信息系统框架。信息资源整合与管理通过

对分散信息的整理和优化配置，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数据存储与数据库管理作为信息管理的技术支

撑，能够确保数据的结构化存储和高效检索。信息安全与风险控制则是保障信息资产安全的关键，主要

涉及数据隐私保护和风险应对策略。 
2) 信管专业人才数据分析能力  
信管专业人才的数据分析能力要求信管人才通过对数据的技术处理从而发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和关

系，辅助管理和企业运作。根据数据分析的全生命周期[10]，将数据分析能力分为数据采集与清洗技术、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商业智能与决策支持、机器学习与预测分析四个基本指标。首先，数据采集与清洗

技术是数据分析的基础，它主要包括从多源异构数据中提取高质量数据并进行预处理；其次，数据分析

与可视化主要通过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工具来揭示数据中的隐含特征[11]；然后，商业智能与决策支持作为

数据分析的核心目标，旨在通过数据驱动的洞察支持管理决策；最后，机器学习与预测分析则是数据分

析的高级应用，可以利用不同类型算法模型进行预测和优化[12]。 
3) 信管专业人才系统开发能力 
信管专业人才的系统开发能力是指通过完善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开创符合多元化需求的系统框架，

并在后续持续优化和维护。依据系统开发的全过程[13]将系统开发能力分为编程与软件开发基础、信息系

统开发与实施、系统集成与维护、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四个部分。编程与软件开发基础是系统开发的重要

技能，涉及编程语言、算法和软件工程方法，信息系统开发与实施要求能根据业务需求设计并部署高效

的信息系统[14]，系统集成与维护则是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人工智能应用开发表示系统开发的前沿

领域，可以利用相关 AI 技术实现智能化效果。 

3.2.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体系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体系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还可以帮助高校及时认识到自身课

程体系的不足，提供优化改善的参考依据。本研究将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体系划分为基础理论与

技术课程类、系统开发与管理类、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 
1) 基础理论与技术类培养课程 
信管专业人才的基础理论与技术课程类课程作为培养信管专业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为后续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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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工具。根据信管专业培养方案对信管专业学生基础理论等的需求，将基

础理论与技术类课程分为数据库系统原理、数据结构与算法、软件开发工具三个主要课程。数据库系统

原理课程要求能掌握数据库设计和管理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使用 SQL 语言进行数据操作；数据结构与算

法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学习常见数据结构和算法增强编程效率；软件开发工具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常用开发环境和编程框架，为实际项目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2) 系统开发与管理类培养课程 
信管专业人才的系统开发与管理类课程是使信管专业人才具备信息化建设与系统管理能力的重要环

节，这些课程为其在项目管理和系统集成等领域提供了专业支持。通过信管专业培养方案对学生系统开

发能力等的要求，系统开发与管理类课程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系统集成与项目管理、网络与

信息安全三个主要课程。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要求学生学习需求分析、建模方法和系统设计，能够

使用工具设计完整的信息系统；系统集成与项目管理课程主要引导学生管理复杂项目的能力；网络与信

息安全课程更加注重网络安全防护和数据隐私，帮助学生了解常见的安全威胁和防御技术。 
3) 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培养课程 
信管专业人才的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课程是培养其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应用能力的关键课程，根据

信管专业培养方案对数据处理、智能算法和商业应用的核心需求，将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课程划分成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人工智能导论、商业智能与数据挖掘三个主要课程。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课程指导学

生掌握大数据存储、处理和分析技术，学会使用 Hadoop 等工具处理数据；人工智能导论课程让学生掌握

机器学习等技术，为智能应用提供技术支持；商业智能与数据挖掘课程要求学生使用数据挖掘工具和可

视化技术解决实际业务问题。 

4.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模型 

4.1. 基于 QFD 理论的评价模型设计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基于顾客的需求完成产品的设计

和研发过程最终来提高客户满意度，利用质量屋(House of Quality)达到需求转化[15]。质量屋主要由顾客

需求、质量特性、需求的重要度、质量特性的重要度、需求项与质量特性间的关系和质量特性之间的联

系组成，如图 1 所示。质量屋通过房屋状的分解为 QFD 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已成为整个质量功能展开

的驱动核心[16]。本文用 QFD 模型对信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进行研究，旨在改善课程的授课效

果，培养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信管人才。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house of quality 
图 1. 质量屋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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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模型框架设计 

运用 QFD 法构建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模型，可以掌握高等院校开展基础理论与技术课程

类、系统开发与管理类、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课程的能力，以及培养信管专业人才信息管理、数据分

析和系统开发等关键能力的实际效果。图 2 为设计的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模型框架，其中“左

墙”为信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天花板”为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屋顶”为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

之间的关系，“房间”为信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与关键能力的关系，“右墙”为面向培养体系的关键能力

培养评价程度，“地板”为单项关键能力培养评价值。通过计算，最终可以得到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

培养综合评价值，参照现有研究的评价思路[17]，下面介绍具体的 QFD 模型建立过程。 
 

 
Figure 2. Evaluation model framework for the cultiva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
fessionals 
图 2.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模型框架 

 
1) 课程培养体系权重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课程体系权重用 ( )1 2 3, ,K k k k= 表示，作为“质量屋”的输入。依据专家

意见采用德尔菲法整理得出权重值 1 2 3, ,k k k 。 
2) 关键能力相关矩阵 
定义关系矩阵 ( )xy t t

A a
×

= 表示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之间的关系，其中 xya 表示关键能力 x 与关键能

力 y 的相互关系，其关系分为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正相关表示一项关键能力增强时，另一项关键

能力随之增强，影响程度用数值[0, 1]表示；负相关表示一项关键能力增强时，另一项关键能力随之降低，

影响程度用数值[−1, 0]表示；不相关表示一项关键能力变化与其他关键能力无关，用数值 0 表示。最终得

到信管专业学生关键能力之间的相关矩阵如下： 

 ( )
11 12 13

21 22 233 3

31 32 33

, ,
, ,
, ,

xy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1) 

3) 关键能力与课程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矩阵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体现学生的核心素质，而信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是外在客观因素施加给内在

主观因素的具体课程体系，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用关系矩阵 ( )xy s t
B b

×
= 表示。其中 xyb 表示培养体系

x 与关键能力 y 的相互关系，其关系分为强相关、中度相关、弱相关、不相关，取值分别为 5、3、1、0，
对应符号为“■”“☆”“◇”“●”。通过德尔菲法得到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与课程培养体系之间的

关系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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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 12 13

21 22 233 3

31 32 33

, ,
, ,
, ,

xy

b b b
B b b b b

b b b
×

 
 = =  
 
 

 (2) 

4) 关键能力与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矩阵修正 
对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间的关系矩阵 ( )xy t t

A a
×

= 以及学生培养体系与关键能力之间的关系矩阵

( )xy s t
B b

×
= 进行修订，得到修订后的关系矩阵 *B ，再对 *B 进行归一化处理。 

 
11 12 13 11 12 13

*
21 22 23 21 22 23

31 32 33 31 32 33

, , , ,
, , , ,
, , , ,

b b b a a a
B B A b b b a a a

b b b a a a

   
   = × = ×   
   
   

 (3) 

5) 面向不同课程培养体系的关键能力评价值 
根据德尔菲法，对学生信息管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系统开发能力各分项得出评价值，形成学生

关键能力评价结果矩阵 ( )1 2 3, ,T t t t= 以及修订后的能力与培养体系关系矩阵 *B ，计算得出面向不同培养课

程的关键能力评价值 M： 

 

* * *
11 12 13 1

* * * *
21 22 23 2
* * *
31 32 33 3

, ,
, ,
, ,

b b b t
M B T b b b t

b b b t

   
   = × = ×   

     

′  (4) 

6) 关键能力培养综合评价值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综合评价值由式(5)计算得到： 

 *M K M= ×  (5) 

式(5)中， *M 为关键能力培养综合评价值，K 为培养体系课程权重，M 为面向不同培养课程的关键

能力评价值。 

5.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模型的应用 

5.1. 数据收集 

为验证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模型，本文选择 A 高校作为实验校，邀请三位专业教师进行

评分。通过多轮打分得出评价值，以此构建 A 校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模型，并进行计算得出

实验结果，最后分析原因并形成结论。 

5.2. 模型验证 

1) 课程培养体系权重 
信管专业人才课程培养体系主要包括基础理论与技术类课程、系统开发与管理类课程以及数据分析

与智能应用类课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手段，专业教师组得出培养体系权重值分别为 1 0.34k = ，

2 26k = ， 3 0.40k = 。权重矩阵为： 

( )0.34,0.26,0.40K =  

2) 关键能力相关矩阵 
根据专业教师组分析，信息管理能力提升时促进数据分析能力和系统开发能力发展，影响程度值分

别为 0.83 和 0.63。数据分析能力提升后，可更精准地指导系统开发的功能设计与优化，影响程度值为

0.79。根据式(1)，得到关键能力之间的相关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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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1.00 0.83 0.63
0.83 1.00 0.79
0.63 0.79 1.00

xyA a
×

 
 = =  
 
 

 

3) 关键能力与课程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矩阵 
通过德尔菲法得出学生关键能力与课程培养体系之间的符号关系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symbolic relationship between key competencies and the training system 
表 1. 关键能力与培养体系的符号关系 

培养体系 
关键能力 

信息管理 数据分析 系统开发 

基础理论与技术 ☆ ☆ ☆ 

系统开发与管理 ■ ☆ ■ 

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 ■ ■ ■ 

 
由表 1 可知，在基础理论与技术类课程中，信息管理能力需要数据库原理、信息组织等基础理论支

撑，具有中度相关关系；数据分析需统计学、数据结构等基础技术支撑，具有中度相关关系；编程基础、

算法等理论是系统开发的前提，同样具有中度相关关系。在系统开发与管理类课程中，系统开发直接涵

盖系统设计、开发流程管理等核心内容，具有强相关关系；信息管理涉及信息系统规划，与系统开发管

理有强关联，具有强相关关系；数据分析仅部分涉及开发中的数据接口处理，具有中度相关关系。在数

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课程中，数据分析聚焦数据挖掘、可视化等核心内容，具有强相关关系；信息管理

需借助数据分析优化信息资源管理，具有强相关关系；系统开发需要智能应用开发，也具有强相关关系。

由式(2)，得出 A 校学生关键能力与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矩阵如下： 

( )3 3

3 3 3
5 3 5
5 5 5

xyB b
×

 
 = =  
 
 

 

4) 关键能力与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矩阵修正 
根据式(3)，对关键能力相关矩阵 A 以及关键能力与培养体系关系矩阵 B 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矩

阵如下： 

*

3 3 3 1.00 0.83 0.63 7.38 7.86 7.26
5 3 5 0.83 1.00 0.79 9.44 9.62 9.22
5 5 5 0.63 0.79 1.00 12.30 12.10 12.10

B B A
     
     = × = × =     
     
     

 

对矩阵 *B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矩阵 

*

0.33 0.35 0.32
0.31 0.34 0.36
0.32 0.24 0.29

B
 
 =  
 
 

 

5) 面向不同课程培养体系的关键能力评价值 
专业教师组对 A 校学生信息管理、数据分析、系统开发能力培养评价值分别为 0.86、0.84、0.81，则

学生关键能力评价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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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0.84,0.81T =  

根据式(4)，计算 A 校面向不同培养课程的学生关键能力评价值 M： 

*

0.33 0.35 0.32 0.86 0.84
0.31 0.34 0.36 0.84 0.84
0.32 0.24 0.29 0.81 0.71

M B T
     
     = × = × =     
     
     

′  

6) 关键能力培养综合评价值 
根据式(5)，计算 A 校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综合评价值： 

( )*

0.84
0.34,0.26,0.40 0.84 0.79

0.71
M K M

 
 = × = × = 
 
 

 

5.3. 结果分析 

由计算结果可知，A 校信管专业学生关键能力培养综合评价值为 0.79，表明整体培养效果较好。在

关键能力方面，学生信息管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方面表现突出，评价值分别为 0.86 和 0.84，这与当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对信息管理与分析人才的需求趋势一致，企业对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需求年增长

15% [18]。在课程体系方面，效果较好的是面向系统开发与管理和基础理论与技术的学生关键能力，评价

值均为 0.84，得益于该校课程体系的成熟性、实验室设备等教学资源的完备性以及丰富的校企合作项目；

效果最差的是面向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的学生关键能力，评价值为 0.71，也反映出该校技术更新滞后、

实践环节不足等问题。由此建立 A 校学生关键能力培养评价“质量屋”模型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HOQ for the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图 3. 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质量屋”模型 

 
从图 3 可以看出，实验校学生完成系统开发与管理类课程和基础理论与技术类课程的能力较强，完

成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课程的能力较弱。通过完成基础理论与技术、系统开发与管理、数据分析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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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应用三类培养课程，实验校学生信息管理能力培养效果较为突出，评价值为 0.86，这与传统信管专业

的强项一致[19]，说明 A 校在传统能力培养上保持了优势；数据分析能力培养效果良好，评价值为 0.84，
数据分析类课程的培养着重与近年新兴信息技术领域人才的需求增长需求保持一致[20]，凸显课程改革

的重要性；尽管系统开发类课程评价值较高，但系统开发能力培养效果低于前两种能力，评价值为 0.81，
反映该校当前课程与能力目标的脱节，学校更偏重理论而弱化企业级开发实践，因此需结合敏捷开发等

现代方法论改进[21]。学生关键能力培养总体效果较好，表明该校在信管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关键能

力的培养。根据三类课程的关键能力评价值可知，数据分析与智能应用类课程需要进一步强化，目前学

生对数据处理技术掌握效果欠佳，在实践应用中难以灵活运用，数据分析领域技术比如机器学习、大数

据工具迭代速度快，课程内容可能未能同步更新，这与 60%高校存在课程内容滞后行业需求 2~3 年情况

一致[22]。通过完成三类课程，实验校学生系统开发能力培养效果仍需提高，学校可以采用“项目驱动式”

教学模式，通过参与完整项目和企业案例提升学生工程化能力，全面提高系统管理以及集成等课程的教

学质量，帮助学生提升系统开发能力，从而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5.4. 建议 

1) 适当增加信息系统开发实训。目前实验学校课程大多侧重理论知识，通过增加实训可以为学生提

供更多实操能力的机会，进一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首先，高校可以在实训过程中细化课程内容，

按系统开发全过程分阶段实施，分为需求调查、框架设计、编码实现、测试优化、维护及风险管理等环

节，模拟真实项目场景。同时，完善课程考核机制，以开发文档、系统原型等实操成果为关键评价标准；

此外，高校可以通过提升教师实战经验，支持教师考取行业认证证书以保持技术前沿性，或者邀请企业

工程师担任兼职讲师，讲授最新开发技术，设立“企业工作室”由企业导师带学生做真实项目，从而提

升实践教学的专业性。 
2) 开拓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等新兴技术课程。当前课程虽包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但云计算作

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补充后可以完善学生对前沿技术生态的认知，更加适应行业技术发展需

求[23]。首先，可以开展行业调研，对接云计算服务企业及用人单位，明确课程教学体系框架。其次，系

统设计课程内容，可以涵盖云计算基础理论、云平台实践等模块，兼顾原理讲解与前沿技术应用。最后，

将课程融入培养方案，合理规划开课学期，与数据库、系统开发等课程形成知识链，通过“理论讲授 + 
案例分析 + 项目实战”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全面地掌握云计算技术。 

3) 融合管理决策与数据分析实践课程。针对目前的课程，技术类和管理类课程的结合相对较少，融

合类课程可以让学生掌握如何通过数据分析为管理决策赋能，凸显信管专业“技术支撑管理”的学科特

色[24]。学校可以开展综合性实践项目，比如模拟企业市场拓展项目，学生通过分析市场数据、客户数据

等，制定相关市场策略、产品定位策略，在实践中加深对两者融合的理解。在真实的项目中让学生运用

技术解决企业实际问题，通过两者有效的结合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以致用，也能拓展学生的实践能力，为

进入职场提供基础。 

6. 结语 

本研究利用 QFD 理论构建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培养评价“质量屋”模型，对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

力培养评价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分析，为高校培养信管专业人才关键能力提供参考。随着时代的进步

和科技的发展，信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多个方面，不仅包含本研究中的三类课程，还与各高校的办

学特色和培养方案有密切的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进一步完善信管专业人才的关键能力，构建更优

化的“质量屋”模型，促进高校信管专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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