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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个人信息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本书详细介绍了以下九个方面的内容：从信息管理到个人信息管理
，手机的诞生和分类，智能手机及其分类，智能手机的主要功能与应用，智能手机的发展与应用对人
们生活的影响，智能手机个人信息的同步和备份，智能手机选购导航，主流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下载中
心，智能手机的未来发展。本书全面探讨个人信息管理工具——智能手机的分类、功能以及对人们工
作和生活的影响，分析智能手机个人信息的管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为用户选购手机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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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据是反映客观事物属性的记录，是信息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也是生产信息的“原料”。而信
息是经过加工处理并对人类客观行为产生影响的数据表现形式，信息源于数据却高于数据。而知识则
比信息又高了一层，它是那些结构化的、系统化的、文字化的信息，表现为经验、规章制度或是记录
在正式媒体上的信息。知识来自于信息，在信息转变成知识的过程中，需要人们亲自参与。　　个人
数据是使用约定俗成的关键字，对与个人相关的客观事物或个人本身的属性、时间空间位置及其相互
关系进行抽象表示，以适合用人工或自动的方式进行保存、传递和处理。这些数据是零散的和抽象的
。而个人信息是具有时效性的、有一定含义的、有逻辑的、经过加工处理的、对个人有价值的数据。
　　个人信息来源于个人数据，有时他们的界限并不明显，很多数据本身就是信息，而个人信息也会
表现为个人的一些数据。人们通过对个人信息采用归纳、演绎、比较等手段进行挖掘，使其有价值的
部分沉淀下来，或者直接从书本、网络等信息源直接获得知识，并与已存在的个人知识体系相结合，
这部分有价值的信息就转变成知识。　　例如，某天你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这个号码对你
来说只是一串陌生的数字，它的格式、含义都是约定俗成的，代表了一个联系人，但是由于你不知道
是谁，因此这串数字对你来说就只是数据；当你通过查看短信内容，发现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并
把号码存在电话本中时，你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处理，把数据转变为你的信息，存入电话本的过程就是
将信息纳入你自己的知识库；当你日后需要此人的帮助时，就可以通过查询，从知识库中找出这一有
用的信息并加以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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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看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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