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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学前沿系列：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与应用前景》分析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脉络与未
来趋势，主要着眼于该学科发展的现实问题，如学科研究内容、研究者和研究方向等，而不是过多地
分析该学科的理论问题，如学科定位、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
    具体而言，王贻志、丁波涛等编著的《信息学前沿系列：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与应用前景》将
基于广泛的文献收集和分析，系统地梳理20世纪70年代末到目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
，同时也将探讨该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其在我国发展遇到的现实“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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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追求管理传统，将信息资源管理视作是一般管理发展的新阶段，该学派的研究者往往将信息资源
管理当作一般管理的子集，从管理角度探索信息资源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强调信息的资源特性，将信
息资源管理视做人类的管理活动，注重对信息资源的过程管理。　　注重对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
研究，对国外主流信息资源管理思想和理论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信
息资源管理理论。因此，该学派的理论同国外有很好的接口。　　将信息资源管理的逻辑起点定位于
广义的信息资源，既重视对“信息”这一核心信息资源进行研究，也注意核心资源与支持资源的功能
匹配研究。　　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主要定位在组织层面，以满足所需要的信息，要求信息资源管理
应是一种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而展开的系统管理活动或管理过程。注重集成管理。该学派认为信息资源
管理是一种解决信息问题的综合方法，强调采用集成的管理方法管理信息资源、信息系统、信息机构
、信息体制、信息环境、信息政策等都是信息资源管理的必要手段。　　2.信息学派的特点　　以社
会信息作为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将信息资源管理的岗位定位在宏观管理层面，侧重信息政策、信息
产业、信息市场、信息交流等内容的研究。　　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比较宏观。从理论体系看，信息
资源管理的主体主要定位在政府部门以及公共信息服务机构。　　对西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较少
，其理论缺乏借鉴和继承，名称虽称信息（资源）管理，但多以图书情报管理为学科基础，角度以图
书情报学科特征，实质是图书情报学的延伸和拓展，同西方主流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缺乏一致性，无
法与其接轨。　　（二）信息系统领域　　该领域从技术视角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其研究者大部分来
自管理信息系统领域，代表人物有潘大连、薛华成、甘仞初、高复先等。代表性著作有潘大连的《信
息资源管理的概念、技术与实践》、甘仞初的《信息资源管理》、高复先的《信息资源规划》、薛华
成的《信息资源管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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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贻志、丁波涛等在做信息资源管理应用研究的同时，也认识到有必要做一些学科基础性研究工作。
基于这个想法，他们花了三年多时间，通过广泛的资料收集和学科溯源，来理清这个学科的发展轨迹
和研究现状，试图回答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是什么、研究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面临什么发展瓶颈等问
题,从而编著了《信息学前沿系列：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与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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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关于信息资源管理比较新的专业书籍，整个体系不错，比较系统宏观，建议相关专业的人可
以看一下额。

Page 7



《信息资源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