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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技术对企业管理领域发动的一场

技术革命。不过，早期管理信息系

统仅用于一些单项业务的处理，如

库存统计、财务报表核算等，目的

是节省人力、提高信息处理效率。

李一军对此有着更大的梦想。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正处于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企

业生产管理也面临着市场化转型，

如何将市场需求与企业内部资源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管理，是当时

面临的挑战。这亟待研究者利用计

算机技术为企业管理者解决难题。

在黄梯云的指导下，李一军长

期深入企业调研，借鉴国外 MRP-II 

（制造资源计划）管理思想和方法，

与我国的管理实践相结合，融合数

据处理技术与管理模型，率先提出

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预测、计划

排程、能力平衡的信息系统优化方

法。这实现了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突破了过去计算机仅用于单项业务

的处理，为企业生产管理提供了系

统化决策支持。

如此，管理信息系统便不仅是

一个信息处理工具，还成为辅助管

理者进行决策的帮手。李一军的研

究成果成功应用于多家企业，提高

了管理信息系统对管理决策的支持

水平，推动了我国生产管理信息系

统研究的发展。

实现三峡工程管理信息化

1993 年 9 月 27 日，为建设三峡

工程，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长江三

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简称“三峡总

公司”）正式成立。

三峡工程规模空前，在建设之

初，三峡总公司便提出要开发管理

信息系统，以实现管理的科学化、

现代化。类似的大型工程管理信息

系统，在当时国内尚属空白，国外

也无成熟案例可借鉴，于是，三峡

总公司向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征集

设计方案。

哈工大积极参与方案设计，专

门成立了由管理科学、计算机等领

域专家组成的课题组。此时，在管

理信息系统研究已有十余年积累的

李一军出任组长，开展先期研究。

其后，三峡总公司组织方案论

证会，哈工大主持设计的方案获胜，

成为“三峡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

牵头研究单位。

“我们当时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三个：一是管理业务种类多，既有

完整的公司管理业务，也有大型工

程建设项目的内容，这是过去没有

遇到过的；二是工程建设周期长，

工程建设进度不断变化，管理信息

系统要能适应这种变化；三是时间

紧迫，三峡工程已经在建，急需管

理信息系统投入使用。”李一军回忆。

他带领一支将近三十人的多学

科交叉团队，投入攻关。一行人走

出象牙塔，一头扎进工地里，一边

学习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相关知识，

一边做研发，同时还得努力克服北

方人在南方的水土不服。

经过反复探索、研究与论证，

李一军执笔撰写了《三峡工程管理

信息系统需求分析规范》《三峡工

程管理信息系统设计说明书》，在

上图：三峡工程管理

信息系统课题组部分

成员：前排右起为黄

梯云、孙铮，后排右

起为王福胜、艾文国、

李一军、张玉红、鞠

晓峰、张杰。

下图：黄梯云与李一

军（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