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阶段概论

□ 生产阶段内涵
生产阶段是信息系统寿命期的第三个阶段(信息系统的寿命期可分为：诞生、开发、生

产和消亡四个阶段)，所谓信息系统的生产阶段是指从系统最初被认为可供使用的时候起，

直到它被取代的时候为止这段时期。一旦某个系统投入了使用，实际上就由使用部门来主管

所有系统设备的相互作用。在集中统一管理的情况下，信息服务只承担技术支持、处理和硬

拷贝输出的分配等工作。

□ 生产过程
1.输入—数据简化

(1)数据简化。数据简化是数据输入的同义语，指的是把数据送进计算机系统的过程。

非机器可读格式的数据在变成计算机文件的一部分之前，必须进行转换。例如，工长填到记

工表上的工时数，库房保管员用手工记录的库存物品的进出情况，这些数据需要转换成机器

可读的格式。这个转换过程通常是借助于一种键驱动设备来完成的。在某些系统里面，数据

已经以机器可读的格式表示了，因此无须再经键盘输入。例如，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可以使用

一根手动棒，直接从商品的价格标签处输入价格数据和商品品目数据。

(2)校对。不管数据是由用户人员联机输入的，还是由信息服务人员分批录制的，用户

都要对输入到系统的数据完整性负责。数据的核对可用几种方法完成。在数据穿孔阶段，数

据的核对是靠两次用键盘把原始文件的全部数据直接打入同一张卡片上来完成的。重新键入

数据这种核对方法还可用于从键盘到磁盘的数据输入，只是用得不很广泛而已。此方法可用

作数据核对的根据是，操作员一般不可能两次键入相同的错误字符。虽然这种方法既麻烦而

又费时，但它一般不会造成数据输入错误。通常在完成最初的原始资料期间，数据的完整性

就会受到破坏。由于多数原始资料都是用人工编写的，所以资料的清晰度就成了影响数据完

整性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用键盘输数据的错误都是由于操作员误判了输入数据的手写字符所

造成的。

在联机进行数据输入的情况下，数据核对是靠操作员的目视检验和靠计算机软件的校验

来完成的。在一个联机定货单输入系统里，售货员可把定货单直接输进系统，而不需用手工

去填写一张空白定单。在联机系统中，采用的目视核对是与批处理系统中产生原始资料所用

的方式相同的。操作员在视频显示器上直接阅读输入的数据，就能核对数据输入的正确性。

为了检验输入数据的范围、合理性以及某些数据元是否匹配得当，可以把要检验的逻辑编进

软件里。例如，如果某公司迄今收到的最多的一张定货单是 25 种物品，而有张定货单却输

入了 2500 种物品，则就对该项输入标上要进一步验证的标记。又如，软件能够核对目前已

存在于公司数据库中的数据元。操作员每次都要输入实际的顾客编号，如果该数据库中无此

编号，则就把该项编号打上标记。

(3)生产率。用户管理人员应该知道数据输入是一项需要把关的任务；同时也应知道，

为了维持数据输入的生产率和准确性，操作员需要给予鼓励。为此，应该尽力使数据输入操

作员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定期让他们参加一些强调数据输入任务对整个系统的重要性

的讨论会，就能达到此目的。在这些会议上，还要为操作员提供专题讨论。这样会有助于提

高系统输入的工作效率。应允许操作员采用标准的组合技术，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效能准则。

如果奖金和报酬的增加是以工作成绩为基础的，那么就能加强操作员的竞争精神。

2.处理—操作

除非把处理工作分配给业务部门(即分布式数据处理)，否则操作业务通常由公司的信息

服务部门来承担。操作业务的目的是使支持生产信息系统的计算机硬件运转起来。这些信息

系统是由同级的信息服务业务部门(程序设计和系统设计)和使用部门共同选择(专用软件)

和开发的。操作管理人员负责管理给定的硬件和信息系统，并为满足指定的最后期限要求安

排生产计划。

管理人员应该知道一些有关一个计算中心的其它要求。这些要求不会影响管理人员的特

定职责范围，但是它们对于公司的工作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就一般的计算中心而言，管理人

员不仅要安排几十个信息系统的生产计划，而且还要安排其它项目。例如，大批的一次性任

务和(或)特定的任务、程序的开发和测试、系统质量的保险测试、数据和文件的转换、预防



性维护、并行操作、一般性维护以及必须安排的硬件的升级换代等。为了防止系统失效，那

些对整个公司工作最关键的系统部分要给以优先级。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其它的任务都可

插到预定的计划里去。

3.输出—分配及控制

大多数信息系统都需要一些硬拷贝输出。在集中统一管理的情况下，这些输出文件的控

制及分配是信息服务的任务。通常，信息服务部门有一个管理小组，它利用多种技术(控制

总数、一致性检验等等)来核对系统输出的准确性，对于每一份输出，管理小组要保存收据

和分配日志。在公布高度机密的文件之前，常常需要用户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