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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管理学的进化

ABSTRACT　 F rom the developm en ta l view of po in t, info rm 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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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fields as basic theo ry, m anagem en t of info rm at ion p roducts,m an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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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必须符合社会发

展的需要, 必然受其它学科解决不了的问题

和任务所驱动。信息管理学的产生是顺应现

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我们从

社会信息管理实践活动的发展、信息管理专

业教育的出现以及学科整合趋势等种种迹象

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学科进化过程。

1　从信息管理实践的发展看信息管理
学的进化

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是随人类社会

的产生而产生, 随人类交流的发展而发展的。

由于社会信息现象复杂多样, 社会信息的无

序性与人类需要的特定性形成了尖锐的矛

盾。信息管理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使特定

的人能够在特定的时间获取所需要的特定信

息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活动。从广

义的角度说, 自从世界上有了人类, 形成了人

类社会, 也就有了人类信息交流行为, 产生了

社会信息管理活动。

1. 1　古代信息管理时期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 人们最初是利

用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交际手段——

自然语言进行信息交流的。语音信息传播的

时空范围都有限, 为此, 人们使用了结绳记

事、刻画等办法, 后来又创造了文字。文字的

出现要求解决记载材料与记录方法的问题。

自远古以来, 人类曾先后采用过泥板、莎草、

甲骨、兽皮、金石、竹木、缣帛等作为书写材

料, 直到汉代中国发明了植物纤维纸, 才终于

结束了人类直接利用天然物质材料来记录信

息的历史。但是,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 文献的

产生完全靠手工抄写, 信息管理的规模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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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限的。印刷术的发明虽然扩大了人类的

文献生产能力, 但古代社会对文献信息的管

理仍然是以藏书楼式的孤立管理为主, 没有

系统的社会组织。这一时期信息管理的主要

特征, 是信息交流活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

信息记载材料是天然的, 信息记录方法是手

工的。由于信息活动主要集中在个体层次上,

社会信息量不大, 信息管理活动也是零星的、

片断的, 主要是对信息载体进行封闭式的物

理管理。

1. 2　近代信息管理时期

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社会

信息活动的发展。以蒸汽机为核心的动力技

术与活字印刷术的结合, 进一步提高了文献

生产效率; 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既密切了世

界各地的联系, 也为文献资料的传播提供了

便利条件; 以电力技术为基础的电信技术则

为人类信息交流创造了新的手段。与此同时,

近代科学的发展也为近代信息管理活动开辟

了广阔的舞台, 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科学研究

活动从科学家个人的自发研究成长为有组织

的社会事业, 科学交流从自发组织的各种科

学团体、学会发展到国立科学院等正规的学

术管理机构, 致使科学劳动的成果成倍增加,

文献信息的数量和需求也在急剧增长。因此,

图书馆作为社会上最早出现的有组织的文献

信息管理场所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很快的发

展, 文献资料的加工整理方法成为这一时期

信息管理的主要方法。这一时期信息管理的

主要特征, 是以文献信息为中心, 以图书馆为

主要阵地, 以解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保

存与传播报道问题为主要任务, 管理手段基

本上是以人力和手工为主并辅之以部分机械

化作业, 主要管理者是图书馆员。

1. 3　现代信息管理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以计算机和通信

技术为中心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对人

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并将信息管理活动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现代信息管理时期。这一时期的信息管

理活动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1) 面向技术的信息管理阶段。50 年代

计算机在数据处理技术上的突破, 把计算机

应用从单纯的数值运算扩展到数据处理的广

阔领域, 为计算机在信息管理方面的应用奠

定了基础。于是, 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各种

信息管理系统纷纷建立: 50 年代出现了自动

数据处理系统 (AD PS) , 60 年代兴起了管漓

信息系统 (M IS) , 70 年代又先后产生了决策

支持系统 (D SS) 和办躬自动化系统 (OA S) ,

等等。随着信息系统的发展, 信息管理对组织

管理的作用范围和重心逐渐发生了变化, 由

管理“金字塔”的底层——事务处理和业务监

督逐步向高层——战略决策转移。这些系统

都大量采用和过分依赖信息技术, 虽然推动

了组织的信息化进程, 但在进入战略决策这

种高层次管理之后, 却因其先天不足而暴露

出许多局限性, 反映出难以完全支持高层管

理的现实。[1 ]这一阶段信息管理的特点, 是以

计算机技术为核心, 以管理系统为主要阵地,

以解决大数据量信息的处理和检索为主要任

务, 管理手段计算机化, 主要管理者是M IS

经理。

(2) 面向竞争的信息管理阶段。人类开

发信息管理系统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利用

信息资源, 提高管理决策的水平。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提出的信息资源管理 ( IRM ) 概念

确立了将信息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管理资源

和竞争资源的新观念, 强调信息资源在组织

管理决策与竞争战略规划中的作用, 从而使

组织形成了新的信息管理战略, 这就是在信

息技术急速发展和竞争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

下, 如何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信息资源以增

强竞争实力、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80 年代

末期, 一种体现信息资源管理思想的新一代

信息管理系统——战略信息系统 (S IS) 迅速

兴起。这一阶段信息管理的特点, 是以信息资

源为中心, 以战略信息系统为主要阵地, 以解

—12—

岳剑波: 论信息管理学的进化
Yue jianbo: Evo lu tion of the T heo ry of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决信息资源对竞争战略决策的支持问题为主

要任务, 管理手段网络化, 主要管理者是信

息主管 (C IO )。

信息资源管理的提出, 表明了现代社会

管理活动对于信息资源的高度重视, 信息管

理实践自此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与

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与竞争方式的变化密切相

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的资源观就在不

断地扩展。组织的竞争焦点先是从自然资源

转向金融资源, 紧接着, 人力资源成为组织竞

争中的制胜法宝。本世纪中叶以后, 信息技术

的发展日新月异, 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不断加

快, 使得信息在人类社会所有活动领域的重

要性都大大提高了, 于是, 一种新的资源观

——信息资源论正在逐渐形成。充分有效地

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已成为现代组织获得竞争

优势的关键因素, 信息管理作为组织管理和

竞争的最新热点已受到普遍的关注。

因此, 现代意义上的信息管理, 就是对信

息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控制

和协调。信息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信息

资源的充分开发、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为达

成这一目的, 人们发展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方

法, 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技术手段, 使得信息管

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开发和社会实

践活动的整个过程都在不断增加着愈益丰富

的内容, 并逐渐形成一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

研究领域——信息管理学。

2　从专业教育的改革看信息管理学的
进化

信息管理实践的蓬勃发展造就了一个巨

大的人才需求市场, 从而向教育机构提出了

培养信息管理专业人才的强烈要求。为此, 传

统的图书情报教育、计算机信息管理教育、工

商管理教育等专业教育领域都在自觉或不自

觉 (被迫) 地进行着改革, 以适应信息管理的

发展需要。

计算机信息管理教育兴起于 60～ 70 年

代信息管理计算机化的热潮之中。为适应当

时就业市场对计算机信息人才的急切需求,

在国外, 不仅许多高等院校的计算机专业都

开设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数据库与信息

检索、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等方面的课

程, 而且还逐步设立了信息系统、信息工程和

管理信息系统 (M IS) 专业, 以培养掌握先进

信息技术的信息管理专业人才。美国计算机

协会 (A CM ) 和数据处理管理协会 (D PM A )

都制定了有关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我国

1979 年成立了第一个 M IS 专业, 截止到

1995 年底, 全国 1080 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共设置了 31 个M IS 专业, 31 个信息工程

专业、26 个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专业, 此外还

有两个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学专业。自 1992

年起, 国家教委又在继续教育领域设立了计

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并于 1995 年开办本科

段。虽然计算机信息管理教育一般来说都过

于偏重技术, 不能完全满足组织管理的需要,

但毫无疑问, 它对信息管理教育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

工商管理教育涉足于信息管理则是出于

现代组织管理人员对于信息资源管理的重

视。信息资源管理概念的引入必然对传统的

管理思想 (观念)、管理过程 (业务)、管理机构

(组织)以及管理理论和方法产生影响深远的

冲击, 组织管理的变革将不可避免。现代组织

的管理者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习惯, 适应新

的管理模式。为此, 管理人员对于组织内部和

外部的信息资源要有充分的了解, 并且要掌

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有效手段。从 80 年代

起, 国外一些著名的工商管理学院, 如哈佛大

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

隆大学、加州大学等的管理学院纷纷增加信

息管理方面的相关课程或设置诸如经济信息

管理、工商信息管理、金融信息管理之类的

系、科专业, 以培养既拥有信息管理知识, 又

懂得经营管理之道的C IO。我国高校现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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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信息管理类专业 89 个, 也是改革开放以后

增长速度最快的专业教育领域之一。

图书情报教育是最早开展起来的信息管

理相关专业, 前已指出, 信息管理一开始主要

就是对文献信息载体的管理。一个多世纪以

前诞生的图书馆专业教育和本世纪中叶兴起

的情报专业教育, 在本质上都是为文献信息

管理培养专业人才, 只不过情报专业教育更

加强调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罢了。图书情报教

育曾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 但自 80 年代以

来, 由于受到信息技术的猛烈冲击和市场竞

争的巨大压力, 世界各国的高校图书情报院

系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些著名的图书情

报学院先后倒闭。[2 ]仅以图书情报教育最发

达的北美为例, 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 认可

的硕士点数量锐减, 从 1978 年的 65 所学校

下降到 1992 年的 48 所学校, 硕士毕业生人

数也从 1973～ 1974 学年度的 6084 人下降到

1991～ 1992 学年度的 4699 人。[3 ]对此, 图书

情报教育界当然不甘沉沦, 要探索应对之策。

问题的核心, 就是要对传统的图书情报教育

体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在改革中求生存、

求发展。综观各国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的轨迹,

大致有下列几种不同的改革思路: [4 ]

(1) 全面的革命: 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图书情报学院为代表。该学院重组为

信息管理与系统系后, 不仅培养目标和教学

计划完全更新, 而且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

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变。这种改革对于冲破传

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 由于

变革过于激烈, 易产生“转轨错位”, 导致现有

教学资源的严重浪费。

(2) 渐进的改革: 这类改革占目前图书

情报教育机构的大多数。在培养目标上, 从培

养图书情报专业人才拓宽到培养能适应社会

信息化发展需要的各行各业信息管理专门人

才; 教学计划上在既保持传统图书情报核心

课程优势的同时, 又有计划地逐步增加信息

技术、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等方面的课程, 力

求做到新旧教学内容的融合。这种稳妥的改

革有序渐进, 较易见效, 但改革进程中“新”与

“旧”的合理融合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3) 局部的改良: 仍以传统的图书情报

教育为主, 只是在教学计划或个别课程上略

微增加新的内容。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图书

情报专业教育在某些教学机构仍然存在, 但

如果他们继续抱守传统, 就只能是惨淡经营,

走向倒闭的边缘, 最终关门大吉。80 年代以

来美国 16 所图书情报院系被迫停办就是典

型的例子 (参见表 1)。

表 1　美国图书情报学院倒闭情况

学　　　校 倒闭时间 性质 地区

O regon 1978 公立 西北部

A labam a A &M 1981 公立 南部

SUN Y2Geneseo 1983 公立 东北部

W est M ich igan 1983 公立 中西部

M ississipp i 1984 公立 南部

Ball Sta te 1985 公立 中西部

M inneso ta 1985 公立 中西部

D enver 1985 私立 西部

Case W estern 1986 私立 中西部

Southern Califo rn ia 1986 私立 西部

Emo ry 1988 私立 南部

V anderb ilt 1988 私立 南部

Ch icago 1990 私立 中西部

Co lum bia 1992 私立 东北部

B righam Young 1993 私立 西部

N o rthern Illino is 1994 公立 中西部

资料来源: Encyclopedia of lib 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V. 55, M arcel D ekker, Inc. 1995

进入 90 年代以来, 我国的图书情报教育

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继 1992 年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率先改名为信息管理系

后, 截止到 1995 年, 全国 55 个图书馆情报系

科专业已有 30 个正式更名为信息管理或其

它类似名称。当然, 改名不是目的, 而是为了

—32—

岳剑波: 论信息管理学的进化
Yue jianbo: Evo lu tion of the T heo ry of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更好地调整和革新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逐

步从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向信息资源管理方

向转变, 以适应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对信

息管理人才的急切需要。1997 年, 国家教委

主持召开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论证

会又正式提出设立信息管理专业, 隶属管理

科学门类。这充分反映信息管理教育无比光

明的发展前景。

计算机信息管理教育、工商管理教育和

图书情报教育从不同的角度向信息管理教育

拓展, 一方面意味着信息管理教育领域的竞

争将愈加激烈,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彼此间的

合作, 使信息管理教育体系得以发展完善。事

实上, 80 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的计算机信息

管理教育、工商管理教育和图书情报教育已

纷纷开始合作办学, 使信息管理教育呈现出

逐渐合流的趋势, 从而为一个全新的统一的

科学研究领域——信息管理学的诞生积聚了

雄厚的人才基础和知识基础。

3　从学科的整合看信息管理学的进化

从古代的藏书楼, 近代的图书馆, 到现代

的信息中心, 人类社会的信息管理活动源远

流长。然而, 对信息管理实践进行系统的理论

研究却起步甚晚。纵观信息管理研究活动的

发展, 人们对于信息管理问题的研究首先起

源于文献领域的信息管理研究, 并于文献领

域较早地形成了系统的文献信息管理研究学

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19 世纪

诞生的图书馆学可以说是在文献领域研究信

息管理活动的最早的学科。经过 100 多年来

的发展, 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其它相关学科一

起从文献信息的角度出发研究信息管理问

题, 内涵日益丰富, 外延不断扩大, 逐渐成为

信息管理学的重要应用研究领域。但是, 传统

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上局限于“静态”文

献信息管理活动的研究, 信息管理的意义和

范围被局限于“物化”的固有文献载体和“正

规化”的图书情报机构之中, 不能适应现代社

会信息管理实践的全面发展需要。

50 年代以后,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重

点逐渐向信息处理领域转移, 从利用计算机

进行复杂的大批量数据处理, 到建立以计算

机为基础的各种信息系统, 信息 (数据) 管理

成为计算机科学技术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

域。这时, 信息管理的意义和范围扩展到信息

系统管理层次, 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M IS、

D SS 等信息系统开发方法论。但总的说来,

以往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研究仍然是以静态数

据为核心, 对孤立的信息系统进行技术管理,

难以满足网络化、数字化信息环境下信息管

理实践的发展需要。

80 年代以来, 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

发展, 社会信息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面对信息技术的强烈冲

击不得不进行彻底的变革。组织管理的重心

曾经历过从物资管理、资金管理走向人才管

理的过程, 现在正开始转向信息管理, 并要将

信息管理与组织的战略决策联系起来。基于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信息竞争战略成为组织

竞争的最新战略。于是, 工商管理界对信息管

理研究的兴趣明显增长, 有关研究成果日益

增多, 信息管理研究自此从“为组织信息管理

而进行信息管理研究”走向“为组织经营管理

而进行信息管理研究”的新时期。这时的信息

管理研究是针对信息资源整体和社会信息活

动的整个过程展开的, 而不再是仅仅对其中

某一方面或某种手段和工具的管理。信息管

理的意义和地位也由此上升到战略高度。

正是由于信息资源逐渐成为组织经营管

理的重要内容和竞争战略决策的关键手段,

信息资源管理 ( IRM )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作为信息管理的新领域和新方向被提出来

了。[5 ]以霍顿 (F. W. Ho rton J r. ) 和迪波德

(J. D iebo ld) 等人为首的 ISM 专家是这一方

面的研究先驱。在他们的推动下, 一批重要的

信息管理研究成果陆续出现, 如美国学者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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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W. R. Synno t t) 和戈伯 (W. H. Gruber) 合

著的《信息资源管理: 八十年代的机会和战

略》、[6 ]马阐德 (D. A. M archand) 和霍顿合著

的《信息趋势: 从您的信息资源中获益》、[7 ]英

国学者克罗宁 (C ro in,B. )所著的《信息管理:

从战略到行动》、[8 ]日本学者海老泽荣一等人

所著的《情报资源管理》[9 ]等等。与此同时, 工

商管理界、图书情报界和计算机界竞相开展

信息管理研究, 对这一新兴学科领域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开拓; 著名的商业管理期刊《哈

佛商业评论》和《斯隆管理评论》中有关信息

管理方面的文章在 迅速增加; 自 1977 年以

来, 美国信息学会年会的主题大多与信息管

理有关 (参见表 2) ; 美国信息学会的《信息科

学技术年评》也在 1982 年、1986 年和 1988

年连续三次出现了相关的专题综述; [10- 12 ]有

表 2　ASIS 近 20 年来年会主题

年度 主　　　　　　　题

1977 80 年代的信息管理 (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in the 1980’s)

1978 信息时代展望 (T he info rm ation age in perspective)

1979 信息选择和政策 ( Info rm ation cho ices and po licies)

1980 交流中的信息 (Comm unicating info rm ation)

1981 信息社团: 为发展而联盟 (T he info rm ation comm unity: an alliance fo r p rogram s)

1982 信息互动 ( Info rm ation in teraction)

1983 信息时代的生产力 (P roductivity in the info rm ation age)

1984 1984: 信息社会的挑战 (1984: challenge to an info rm ation society)

1985 信息人员备忘录 (M emo to info rm ation p rofessionals)

1986 塑造未来: 没有极限 (Shap ing the fu tu re: the sky’s the lim it)

1987 信息: 社会的变迁 ( Info rm ation: the transfo rm ation of society)

1988 信息与技术: 第二个 50 年规划 ( Info rm ation and techno logy: p lann ing fo r the second 50 years)

1989 管理中的信息和技术 (M anaging info rm ation and techno logy)

1990 公元 2000 的信息: 从研究到应用 ( Info rm ation in the year 2000: from research to app licat ion)

1991 理解人类的系统 (System s understanding peop le)

1992 欢庆变革: 发展中的信息管理 (Celebrat ing change: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on the move)

1993 集成技术, 聚合专业 ( In tegrat ing techno logies, converging p rofessions)

1994 信息经济学 (T he econom ics of info rm ation)

1995
聚合中的技术, 推进信息方面的新型合作关系 (Converging techno logies: fo rgingnew partner2
sh ip s in info rm ation)

1996 全球复杂性: 信息, 混乱和控制 (Global comp lex ity: info rm ation, chao s, and con tro l)

1997
数字化馆藏: 对用户、投资者、开发者和维护者的意义 (D igita l co llect ions: imp licat ions fo r

users, funders, developers and m ain ta iners)

1998 全球信息经济中的信息存取 ( Info rm ation access in the global info rm ation econom y)

资料来源: ① 吴美美. 寻找资讯研究的大方向. 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 1997, 3 (3)

②Buletin of Am erican Society of Info rm ation Science, 1985～ 1986

③ H ttp: ööwww. asis. o 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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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系统开发和组织信息管理的新理论、

新方法和新工具不断出现。此外, 有多种信息

管理专业研究杂志, 如《国际信息管理杂志》

( In ternat ional Jou rnal of Info rm at ion M an2
agem en t, 1981—)、《信息管理评论》( Info r2
m ation M anagem en t R eview , 1985—) 等相

继问世, 为信息管理研究提供了专门的论坛。

一些专门的信息管理研究机构, 如南卡罗莱

纳大学商业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信息技术与

信息政策研究所、牛津信息管理研究所等的

学术研究活动也日渐活跃。1987 年以后, 在

美国、荷兰等地先后数次举办国际信息管理

或信息资源管理会议⋯⋯。这一切进展说明,

信息管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研究领域

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计算机信息管理

研究和工商信息管理研究对信息管理研究领

域的共同开发, 一方面为信息管理研究带来

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从而极大

地丰富了信息管理的研究内容, 并终将使信

息管理学的体系结构不断得以完善; 另一方

面, 虽然它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 但由于它

们都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信息管理, 其

研究基础都建立在信息、信息人、信息技术和

信息活动四个要素之上, 研究目的和研究环

境也大致相同, 因此, 三者在学科建设上呈现

出一种逐渐整合的趋势。这种整合既不是对

原有学科的盲目改名或简单替代, 也不是要

把有关学科强行合而为一, 而是在一个更高

的研究层次——信息管理学的水平上追求统

一的学科结构, 并且使各个相关学科都成为

这座科学大厦的独立支柱。在这一学科体系

中, 既有统一的基础理论和研究内容, 又有各

自独立、相互支持的学科源流、理论方法、研

究重点和应用方向。信息管理学就是信息科

学和管理科学两大学科群相互渗透、相互作

用而形成的综合性交叉科学。这种学科整合

式的发展反映了现代科学日益走向积分化、

整体化的大趋势。

4　信息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信息管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管理活

动的基本规律、普遍原理和通用方法的科学,

社会信息管理现象的综合性、广泛性和复杂

性, 要求人们对其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

而信息管理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则与人们对信

息管理对象的认识程度不断深入是密切相关

的。

4. 1　信息管理的对象的分析

社会信息现象是普遍存在着的, 人类信

息管理活动的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并且, 随

着信息管理活动的发展, 信息管理的规模不

断扩大, 信息管理的对象也愈益复杂。所谓信

息管理, 就是对信息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活动

的管理。因此, 信息管理的对象归纳起来主要

包括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两大方面。

(1) 信息资源。对于信息资源这个概念

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即狭义的信息资源概念

和广义的信息资源概念。

狭义的信息资源概念是把信息资源等同

于知识、资料和消息, 即只是指信息本身的集

合, 无论它是以声音、图形、图象等形式表达

出来的, 还是以文献、实物、数据库等载体记

录下来的, 其信息内容都是一样的, 都是经过

加工处理的、对决策者有用的数据。

信息当然是构成信息资源的根本要素。

人们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目的, 就是为了充

分发挥信息的效用, 实现信息的价值。但信息

并不等同于信息资源, 而只是其中的一个要

素。这是因为, 信息效用的发挥和信息价值的

实现都是有条件的。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

传递和应用等等都必须采用特定的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才能得以实施, 信息的有

效运动过程必须有特定的专业人员——信息

人员——才能对其加以控制和协调。信息、信

息技术和信息人员构成了完整的信息资源体

系。这就形成了广义的信息资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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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广义的信息资源概念, 就是指信

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人员的有机集合。它是一

个涉及到信息生产、处理、传播、利用等整个

信息劳动过程的多要素的概念。其中包括信

息劳动的对象——信息 (数据) , 信息劳动的

工具——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等信息技术手

段, 信息劳动者——信息专业人员, 如信息生

产人员、信息管理人员、信息服务人员等等。

所谓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正是由信息人员

运用专门的信息技术手段对各种原始数据进

行搜集选择、加工处理和分析研究, 形成信息

产品, 然后传递给需要者使用的。上述三个要

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了具有统一

功能的有机整体——信息系统。

(2) 信息活动。信息的生命表现在丰富

多采的信息运动过程之中。信息从产生、传播

到收集、加工, 再到吸收、利用的过程, 就是一

个完整的“信息生命周期”。我们把与信息的

产生、记录、传播、收集、加工、处理、存储、检

索、传递、吸收、分析、选择、评价、利用以及系

统开发、技术更新、运行维护、管理决策等等

信息行为有关的全部社会活动统称之为信息

活动。换言之, 信息活动就是信息资源的开发

利用过程。

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包括三个基本层

次: 即个人的、组织的和社会的信息活动。个

人的信息活动表现为个人对信息资源的开发

利用, 其效率与个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有关, 并且受个体信息环境的影响; 组织的信

息活动常以各类信息系统的形式出现, 信息

系统的发达程度能够反映出各级组织的信息

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随着信息活动的发展规

模不断扩大,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人类社

会进步的影响日益显著, 在社会整体上就体

现为一种新兴产业——信息产业的形成和发

展。在每一层次上,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是

十分复杂的牵扯到许多因素的活动, 因此, 对

信息活动的管理比起对信息资源的管理来说

难度更大。

作为信息管理的静态方面, 信息资源的管

理关心的是信息资源被开发利用的程度, 即信

息活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表现形式; 而作为

信息管理的动态方面, 信息活动的管理更关注

个人、组织及社会与信息资源相互作用的方

式, 即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效果, 如信息资源

对决策分析的支持作用以及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的社会效益。信息管理就是一种以资源和信

息活动为对象的管理。只有通过对信息资源和

信息活动的管理, 才能实现与信息管理范围相

一致的整体目标——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信

息资源。但由于信息管理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

性, 致使信息管理的目标在一项具体的信息管

理实践活动中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4. 2　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

一门科学的研究内容由其研究对象决

定。信息管理学是以人类社会的信息管理行

为——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活动管理——为

研究对象, 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管理活动的基

本规律、普遍原理和通用方法的新兴学科。它

面向人类社会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活

动, 主要研究人类对信息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活动实施有效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用技

术方法。信息管理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

性决定了信息管理学研究内容的综合性。

从管理层次看, 信息管理具有微观、中观

和宏观三个层次。

微观层次上的信息管理是指狭义的信息

资源管理, 即对信息进行搜集、加工、组织形

成信息产品, 并引向预定的目标。显然, 这个

层次上的信息资源概念是狭义的信息资源概

念。这一层次上的信息管理就是对信息本身

的管理。

中观层次上的信息管理是指广义信息资

源管理, 即对涉及信息活动的各种要素 (信

息、技术、人员、机构等) 进行合理的计划、集

成、控制, 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和有效

利用, 从而有效地满足社会信息需求。这一层

次上的信息管理就是在狭义信息资源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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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增加了信息系统管理的内容。

宏观层次上的信息管理则是在广义信息

资源管理的基础上再增加信息产业管理这一

部分, 就是指对社会信息事业及其环境因素

进行综合性的规划、协调、指导以推动信息产

业和信息经济的发展, 最终实现社会信息化

的战略目标。

根据上述信息管理的三个层次, 我们可

以把信息管理研究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组成

部分。

(1) 信息管理的基础理论。作为一门科

学学科, 信息管理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

对象, 必须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

体系。因此, 信息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信息

管理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 包括信息管理

的科学基础和技术基础, 信息管理的基础理

论——信息交流理论、信息行为理论和信息

经济理论, 信息管理的发展历史和研究进展、

信息管理学的对象与方法等等。

(2) 信息产品管理。主要研究微观层次

上的信息管理问题, 包括信息产品的开发

——信息搜集、整序、分析方法, 信息产品的

流通——信息服务方式与信息市场管理, 以

及走向网络化、数字化和全球一体的信息环

境对人类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有何影响

等等。

(3) 信息系统管理。主要是在微观层次

的基础上研究中观层次的信息管理问题, 包

括信息系统的设计、实施与评价, 信息系统要

素管理和运行管理, 组织的信息资源配置和

投资评估, 信息系统的发展与组织竞争战略

的关系等等。

(4) 信息产业管理。主要研究宏观层次

上的信息管理问题, 包括信息产业的结构和

测度, 信息产业, 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机

制与管理模式, 信息政策和信息立法问题, 社

会信息化的发展战略等等。

参考文献

1　卢泰宏. 国家信息政策.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 1993

2　岳剑波. 走向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19 (2)

3　Ceppo s, K. L ibrary Schoo l Survival. Encyclope2
dia of L ibrary and Info rrm ation Science, 1995,

55, 178～ 191

4　吴美美. 寻找资讯研究的大方向. 资讯传播与图

书馆学, 1997, 3 (3)

5　卢泰宏. 信息资源管理: 新领域和新方向. 情报资

料工作, 1994, (1)

6　Synno tt, W. R. and Gruber, W. H. Info rm ation

R esources M anagem ent: Oppo rtun it ies and

Stra tegies fo r the 1980’s. N ew Yo rk: John W iley

& Sons, 1981

7 　M archand, D. A. and Ho rton, F. W. , J r. In2
fo trends, P rofit ing from Your Info rm ation R e2
sources. N ew Yo rk, N Y: John W iley & Sons,

1986

8　C ronin, B laise.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F rom

Strategies to A ction. L ondon; A slib, 1985

9　海老泽荣一等. 情报资源管理. 东京: 日刊工业新

闻社, 1989

10, 11, 12　B roadben t,M. and Konig,M. E. D. In2
fo rm ation and Info rm ation T echno logy M an2
agem ent. A R IST , (23) , 1988, 237～ 270

L ytle, R. H. Info rm ation R esources M ange2
m ent: 1981—1986. A R IST , ( 21) , 1986, 309～

336

L evitan, K. B. Info rm ation R esources M anage2
m ent2IRM. A R IST , (17) , 1982, 227～ 266

岳剑波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通信地

址: 北京市中关村。邮编 100871。

(来稿时间: 1997. 11. 7。编发者: 李万健。)

—82—

第 24 卷第 115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8 年 5 月
V o l. 24. NO. 115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M ay. ,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