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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 he essence of info rm at ion m anagem en t is to m ake

stra teg ic decisionfo r, p lan, o rgan ize, coo rd inate, con tro l a ll the essen t ia l

facto rs of the w ho le p rocess in info rm at ion exchange. T he in ternal m echa2
n ism of it is the con trad ict ion of the un in terrup ted developm en t, change

and grow th of the socia l info rm at ion needs and the lack and scarceness of

app licab le info rm at ion s. 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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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勃兴,

信息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使信息热走

向了信息管理热, 使信息管理成为社会实践、

专业教育、科研的一个热门领域。那么, 什么

是信息管理? 它的范围和本质是什么?

1　社会信息与个体的信息管理

探讨信息管理的范围, 要明确的是, 人们

常说的信息都是指社会信息。人们通常把在

社会中流通并服务于一定社会目的的信息称

为社会信息。社会信息不仅包括社会活动所

产生以及描述社会活动的信息, 而且包括那

些进入社会交流反映自然活动 (生物与非生

物活动) 的信息。即包括档案、图书、文献信

息、情报、数据、数据库、网络资源等各种载体

各种内容的信息。显然, 信息管理是指对人类

信息活动所产生的社会信息进行管理。

管理, 从字面上说, 就是管辖和处理的意

思, 即是负责某项工作使其顺利进行而达到

一定目标的一系列活动过程。它是遵照一定

的规律, 通过一系列功能活动去实现最佳目

标的过程。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 从外界

感知和有选择地收集信息, 用神经系统输入输

出信息, 用人脑储存加工处理、吸收利用信息、

产出决策信息, 通过说话、书写和行动对外界

作出反映 (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 从而适应外

界环境得到生存发展。对信息的收集、存贮、加

工处理、吸收利用、生产、传输是人类个体最基

本的管理活动, 它是根据个体生存发展所遇到

的问题或任务, 为达到生存发展的一定目标而

对个体所需信息进行处理控制决策的活动过

程。这是一种人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与外界信

息交流的管理活动, 这种信息交流管理活动伴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2　群体信息管理——社会的信息工作

社会的信息工作包括图书馆工作、档案

工作、科技情报 (信息) 工作、经济信息工作、

政府信息工作等。它是根据社会需要, 通过搜

集保管、整序开发、传递配置信息为用户服

务, 充分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一系列社会活

动。从图书馆工作、档案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共

性来看, 它们都是对不同的信息载体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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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信息的搜集保管、整序开发、传递服务配

置、信息反馈而提供给用户吸收利用。

信息工作中的搜集保管指各种信息 (档

案、书刊文献、实物、动态等信息)的搜集与保管

工作。整序开发指档案整理、鉴定、检索工作, 或

书刊文献加工整理工作, 或情报加工整理工作。

传递服务配置指档案编研与提供利用工作, 或

书刊文献流通推广与情报服务工作, 或零次、

一、二、三次与多次情报服务工作。信息反馈指

档案统计监督、利用者调研与内部工作信息反

馈, 或图书馆读者调研、读者教育及内外信息反

馈, 或情报用户需求调研、用户教育和情报工作

内外信息反馈。显然, 社会的信息工作是对人类

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调节控制的管理活动, 是

一种群体的信息管理活动。信息工作的工作环

节与个体信息管理活动环节基本相同, 是个体

与外界信息交流的管理活动的社会化, 是人类

社会信息活动的社会分工。

3　信息管理的范围

人类信息活动范围很广, 对其产生的社

会信息及其相关要素 (又称信息资源)的管理

范围即信息管理的外延也就很宽, 可从多方

面、多角度去观察。

3. 1　从信息的角度划分

(1) 依信息的内容区分。信息管理大致

可分为军事信息管理、政务信息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科技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管理、文体

信息管理等不同领域的信息管理。我们不能

只注意经济信息管理或企业信息管理, 而否

定其他内容信息的管理。

(2) 依信息的载体区分。信息管理大致

可分为文献管理、数据管理、网络管理和多媒

体管理。

文献是人类社会主要的信息载体。对文

献的管理开始了人类最早的群体信息管理,

档案馆、图书馆从古到今是典型的文献管理

机构, 近代文献工作才分化出各种科技信息

工作机构、经济信息工作机构等。信息数据库

管理、信息网络管理、多媒体信息管理以及计

算机信息系统管理等则是对使用现代信息技

术的各种信息载体的管理。我们不能只看到

以计算机处理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新载体

的电子信息管理, 而不注意现代的档案工作、

图书馆工作、各种情报信息工作不仅对文献

信息、实物信息、人脑动态信息、数据信息进

行管理, 也在应用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和多

媒体技术进行信息管理。

3. 2　从管理的角度划分

(1) 依信息管理层次区分, 可分为宏观

管理、中观管理和微观管理。宏观信息管理是

国家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法规, 运用行政、经

济、法律等手段, 从战略高度对全国信息活动

实施管理。中观信息管理是地区政府和行业

部门管理机构通过政策法规、管理条例等对

地区或行业信息活动实施管理。微观信息管

理可以是基层机构以各种手段方式对信息活

动全过程、各信息要素进行管理。微观信息管

理还可以是个体对信息收集、信息整理加工、

信息储存、信息吸收利用、信息生产与决策信

息输出等全过程的管理。

(2) 依信息管理的手段方式区分, 可分

为手工管理、信息技术管理、行政管理、经济

管理、人文方式 (如公共关系、企业文化等方

式)管理和法律政策管理等。

(3) 依信息管理的内容性质区分, 可分

为信息工作管理、信息事业管理、信息产业管

理、信息市场管理等。

(4) 依信息管理发展阶段区分, 可分为

档案图书不分的天然信息载体管理阶段, 图

书馆、档案工作、情报信息工作各自深化的文

献工作分化管理阶段, 以各种计算机信息系

统为管理手段的数据、技术管理阶段, 以多种

管理手段对信息活动全过程各要素进行综合

管理的信息资源集中管理阶段等[1 ]。

(5) 依信息交流活动环节区分, 可分为

信息生产、信息收集保管 (信息资源建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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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整序开发、信息配置传递服务、信息吸

收利用等环节的管理。

4　对信息管理的不同看法

4. 1　信息管理就是管理信息系统

企业管理和电子信息技术业有的人把信

息管理看成是管理信息系统, 这并不准确。管

理信息系统是一种以计算机管理信息的系

统, 它一般由信息、信息接收器、管理者和信

息处理机等组成, 其功能是收集、贮存、处理

和传播信息, 为决策管理人员的决策与生产

经营管理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收集处理的信

息范围较窄, 功能目标较具体, 更看重计算机

信息处理。故此, 管理信息系统仅是信息管理

领域的一个部分。

4. 2　信息管理就是信息资源管理

对于信息管理, 管理界和情报界有许多人

把它与信息资源管理看作同义词, 在美国也多

作同义词使用。对信息资源管理, 有的人又把它

分为对信息的资源管理与对信息资源的管理两

种。对“信息资源”列出 4 种观点, 即信息资源

= 文献资源; 信息资源= 数据; 信息资源= 多

种媒介和形式的信息; 信息资源= 信息活动中

各种要素的总称。并认为信息管理经历了传统

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 3 个主要时期[2 ]。

但是, 在实际应用时, 人们又往往把信息

资源管理作为信息管理的一部分。在一些信

息管理著作中, 把“信息资源管理”列作专章

专门讨论。如台湾荣泰生编著的《资讯管理》

就把“信息资源管理”列为专门篇章讨论[3 ];

王万宗主编《信息管理概论》则把“信息资源

管理”列为第三单元[4 ]。

5　信息管理的本质内涵

信息管理的外延范围很广, 人们从不同

范围、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认识, 对信息管

理的本质内涵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看法。

信息管理有对不同信息载体、不同信息内

容的管理, 也有管理的内容性质、管理手段方式

和管理层次不同, 在社会发展中演变出不同的

管理阶段。但是, 信息管理是对不同信息载体、

信息内容的具体信息交流活动实施不同性质、

不同手段方式、不同层次的管理。故此, 不论信

息管理的外延范围如何, 实质都是对信息交流

活动的各环节所有信息要素实施决策、计划、组

织、协调、控制, 从而有效地满足社会适用信息

需要的过程。即是说, 信息管理的实质是对信息

生产、信息收集保管、信息加工开发、信息配置

传递服务、吸收利用的活动全过程各种信息要

素 (包括信息、人员、资金、技术设备、机构、环

境等) 的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 从而有

效地满足社会适用信息需要的过程。信息管理

可简称之为对信息交流活动管理。

个体、群体、民族、国家 (以下统称用户)

之所以进行信息交流活动, 是为了满足用户

生存发展对信息的需要。用户对信息的需要

又总是特定的、具体的、有一定时间空间条件

的 (这种时空条件表现为信息需要的产生、表

达和寻求的局限性) ——称为社会适用信息

的需要, 则是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信息管理

的目标。人类之所以要对不同信息载体、不同

信息内容的信息活动以不同手段实施管理,

根本原因在于要满足用户的适用信息需要。

人类生存发展对适用信息的需要又是随着时

间、空间和条件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增长的。

正是这种需要的发展变化增长, 不断推动着

信息的生产。然而, 不管信息生产量如何庞

大、增长如何迅速, 用户需要的适用信息又总

是不足的、稀缺的。这种信息需要的不断发展

变化增长与适用信息稀缺的矛盾关系正是信

息交流活动和信息管理产生的内部机制。

诚然, 不同的用户对稀缺适用信息的需

要是有层次、种类等的不同的。这种不同层次

种类的信息需要推动着不同层次种类信息的

生产、信息收集保管、信息整序开发、信息配

置传递服务、信息吸收利用活动全过程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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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要素的组织、协调、控制, 推动着信息管

理活动的发展。现代, 信息贫富不均衡, 信息

数量与质量不均衡 (即信息爆炸与适用信息

稀缺)、信息社会化与商品化同在, 信息共享

与信息占有并存, 信息交流与信息交换俱有。

故此, 加强对信息活动全过程所有要素的管

理, 合理地配置稀缺的适用信息资源去有效

地满足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增长的信息需要,

成为日益重要的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信

息热才转变为信息管理热。

故此, 可以这样认为, 信息管理的本质内

涵是对信息交流活动全过程所有要素实施决

策、计划、组织、控制, 从而有效地满足社会适

用信息需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在于对

信息活动全过程所有要素实施管理, 使稀缺

的适用信息资源有效地满足社会不断发展变

化增长的信息需要。

信息管理在我国发展的状况、发展阶段

与国外 (尤其是发达国家) 不一样, 我国信息

经济、信息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还远远

赶不上发达国家。正由于所处的实践阶段和

认识阶段的局限, 造成人们对信息管理认识

的不一致。信息活动实践客观发展辩证法和

人们对它认识的主观发展辩证法所造成对信

息管理的外延范围、本质内涵认识的不一致

是一种正常现象, 它会随着主、客观的发展而

走向完善。我们的探讨正是为了它的完善献

一点微力。对信息管理本质与范围的探索, 关

系着信息管理活动实践和专业教育的发展,

让我们共同探讨, 推动它早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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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 页) 　加强协作, 法规与协作方案还必

须规定并促进有统一服务标准的全国图书馆网的建

立。

· 公共图书馆网必须把国家图书馆、地区图书

馆、供研究与特殊需要使用的图书馆, 以及中小学和

大专院校的图书馆都联系起来。

· 必须根据各地的社会需要拟订一项明确的

政策, 定出目标、优先事项和服务项目。公共图书馆

必须管理有效, 具有专业水平。

· 必须与有关人员, 如各类用户和当地、地区、

全国以及国外的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合作。

· 必须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享受到图

书馆的各项服务, 这就需要图书馆选址好, 阅读和学

习设施好、拥有必要的技术和规定足够的、方便用户

的开放时间。还包括为那些不能到图书馆来的用户

上门服务。

· 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必须适合农民和城市居

民的不同需要。

· 图书馆工作人员是用户与各种图书资料之

间的联系人。为了保证服务质量, 必须对图书馆工作

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继续培训。

· 为了帮助用户使用图书馆的各种资料, 必须

办一些馆外服务和用户学习班。

本宣言的实施

要求世界各国及各地决策者和全体图书馆工作

者实施本宣言中的各项原则。

张树华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通讯地址:

北京市中关村, 邮码 100871。

(来稿时间 1996. 11. 21。编发者: 李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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