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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历程回顾与思考

邱均平　 史尚元　 王　 琳

摘　 要　 信息资源管理是人类信息基础环境变迁和信息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有着

独特的兴起和发展历程。 从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信息资源管理的演变过程深深地嵌入到图

书情报学理论构建、学科建设、专业教育改革和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我

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信息资源管理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与在我国的萌发( 1970—
1990 年) ;②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先行探索( 1990—2000 年) ;③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管

理的蓬勃发展( 2000—2010 年) ;④数智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 2010—2022 年) ,并对每一阶段的代表性理

论观点进行分析,探讨不同信息资源管理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加强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理论大厦的建设,并对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指出评价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要标准是

构建出专属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抽象规律,阐述了抽象规律应具备的特点,以期为信息资源管理未来研

究提供有益的思路。 参考文献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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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RM  is
 

a
 

produc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a
 

unique
 

historical
 

track
 

in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from
 

a
 

research
 

field
 

to
 

a
 

discipline
 

has
 

been
 

deeply
 

embedded
 

in
 

theoretical
 

study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
This

 

paper
 

divides
 

IRM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to
 

four
 

stages.
 

1  
 

The
 

ris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nit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70- 1990  .
 

In
 

the
 

first
 

stage 
the

 

LIS
 

community
 

in
 

China
 

actively
 

joined
 

the
 

research
 

trend
 

related
 

to
 

inform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grand
 

information
 

view  
 

created
 

conditions
 

for
 

connecting
 

LIS
 

with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  
 

The
 

pioneering
 

explo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Chinese
 

LIS
 

community  1990-2000 .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renam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qingbao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in
 

1992
 

strongly
 

supported
 

LIS
 

disciplinary
 

and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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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The
 

renaming
 

of
 

the
 

department / college
 

of
 

LI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opened
 

up
 

a
 

new
 

situation
 

for
 

academic
 

researc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
 

restructured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led
 

to
 

the
 

rise
 

of
 

a
 

new
 

paradigm
 

of
 

LIS.
 

3  
 

The
 

prosperit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2000 - 2010  .

 

In
 

the
 

third
 

stage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became
 

the
 

dominan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was
 

a
 

hot
 

topic
 

at
 

the
 

forefront
 

of
 

academia.
 

Scholars
 

found
 

tha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uld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discipline
 

and
 

adapt
 

to
 

the
 

talent
 

need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Us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s
 

an
 

umbrella
 

discipline
 

conception
 

to
 

integrate
 

various
 

secondary
 

disciplines
 

is
 

a
 

feasible
 

solution.
 

4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data
 

and
 

intelligence
 

age 2010-2022 .
 

In
 

the
 

fourth
 

stage tha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the
 

goal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pparent.
 

It
 

constitutes
 

the
 

solid
 

theoret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LIS.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
 

comparison
 

of
 

similar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s
 

well
 

as
 

dealing
 

with
 

the
 

paradigm
 

conflict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are
 

hot
 

issues.
Looking

 

forward
 

to
 

fu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build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an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to
 

be
 

solved.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rimary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substantive
 

progress
 

on
 

the
 

foundation
 

is
 

to
 

construct
 

abstract
 

law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elaborat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bstract
 

law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5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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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据科学与智能科学的兴起,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同时

也处在与其他新兴学科的激烈竞争之中。 在数

智时代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1] ,使该领域焕

发出新的生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学界与

业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充分了解和梳理信息资

源管理的缘起和发展脉络,是研究这一课题的

关键切入点。 在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有着

独特的兴起和发展历程。 从一个研究领域发展

成为一门学科,信息资源管理的演变过程深深

地嵌入到图书情报学理论构建、学科建设、专业

教育改革和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之中,
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对信息资源管理

研究的演变历史进行阶段划分,分析每一阶段

的代表性理论观点和思想,探讨其意义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未

来发展进行展望,以期为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内
涵全面、多元开放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体系[1]

和未来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1　 信息资源管理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与在
我国的萌发(1970—1990 年)

1979 年美国学者 Horton 最早提出了信息资

源管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对机构的信息内容

及支持工具(信息设备、人员、资金、环境)的管

043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九卷　 第二六六期　 Vol. 49. No. 266

理[2] 。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信息资源管理

发端于政府文书管理领域和企业信息管理领域

的实践[2,3]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得

以成型。 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和企业信息资源

管理两大领域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学术界

的整合和升华,信息资源管理逐渐凝聚出了自

身独特的理论与方法,明确了作为一个学术研

究领域的目标和任务,开始成熟起来,并相继形

成记录管理学派、信息系统学派和信息管理学

派[3] 。 除美国以外,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学者

在信息资源管理各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代表学者有信息系统学派的 Beaumont
和 Sutherland,信息管理学派的 Martin 等。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信息化社会的兴起和 ICT 技术

的日新月异,社会对信息资源管理的需求日益

增强,开展信息资源管理的社会、组织和技术保

障条件更为完备,信息资源管理在西方发达国

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得以快速

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在西方的兴起引起了我国图

书情报学界的关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信
息和信息资源等概念和术语已经在我国流行开

来。 当时虽然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尚未在我国出

现,但与之相关研究的热度与日俱增,信息商品

化、信息资源加工利用、信息市场、信息价格、信
息政策法规、信息产业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和

前沿研究领域。 图书情报学界也主动加入这一

信息浪潮中,面向信息的专业改革是 1980 年代

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 图书情报学界开展了情

报与信息、图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关系等问题

的理论探索,如情报概念对应于 Information
 

还是

Intelligence[4] ,情报与新产业革命的关系是什

么[5] ,等等;就图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关系而

言,出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属于信息科学的观

点[6,7] ;相邻学科档案学则出现了学科要转变到

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上来的观点[8] 。 这一时期
 

“大情报观”的出现为情报与信息概念、图书情

报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的对接创造了条件,信息

资源管理这一新研究领域呼之欲出。

2　 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对信息资源管理的
先行探索(1990—2000 年)

1992 年 9 月,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决定将

“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尽管此举只是一

个部委的行政命令,并未上升到中央文件或政

策的高度,但却引发了图书情报学科和实践领

域的大变革,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 究其原因,
主要是历史上我国情报学和情报工作脱胎于科

技情报,科技情报事业是我国情报事业的主体,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科

技情报学研究内容几乎等同于情报学的研究内

容。 因此“科技情报”的更名给整个图书情报学

带来了巨大影响。
“科技情报”改称为“科技信息”得到学界和

业界积极响应,为学科改革增添了强大助力。
信息资源管理恰好迎合了此阶段学科专业教育

变革的需求,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图书情报院系

改名的理想选择。 院系名称由图书情报改为信

息资源管理是我国图书情报学建设与发展的一

个里程碑,为学术研究、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打

开了新的局面。 1992 年 10 月,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情报学系率先更名为信息管理系,随即引发

了全国高校图书情报院系改名的热潮。 至 2000
年前后,国内图书情报院系基本都完成了类似

的更名。 与院系更名相匹配的是课程体系结构

的调整,信息类课程在各院系培养方案中大幅

增加,普遍开设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特别是信息

技术类、信息经济与市场类课程占比较高。
教育内容的实质性变化带来了学科专业的

重组与调整。 1997—1998 年“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新专业名称的出现成为图书情报学专业

教育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是信息资源管理对

学科专业影响的延续。 重组的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本科专业带来了图书情报学学科范式的改

革,学科的理论基础被管理学化和计算机化,In-
formation

 

Science 将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整合了进

来[9] 。 更广义的信息科学群 ( Information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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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s)的研讨方兴未艾[10] 。 信息管理则是信息

科学群的应用性子学科群,包括信息传播学科、
信息整序学科和信息服务学科,图书情报学属

于后两类学科;学科群中各学科的相同点在于

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信息的搜集、整序和传播

活动), 差异是学科的社会任务和研究视角

不同[11,12] 。
1997 年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呈现出

同中有异的思路,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

管理”一级学科,旨在通过促进三个学科间的集

成融合来产生新的学科内涵,放大学科能力[13] 。
新兴的信息资源管理对三个学科的整合及一级

学科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黏合剂作用。 正如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 2009—
2012 年)所述[14]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

科建设“以探寻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规律

为使命”,“初步完成了从重点对文献的管理到

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历史性跨越”。 这一论述充

分说明,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

的共同研究对象,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构成了学

科整体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基座,这实际上是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建立后就已蕴涵的

发展目标,而后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而变得

更为清晰和完善。
“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不仅触发了图

书情报学教育领域的大变革,也使信息资源管

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信息资源的

开发与科学管理等研究课题激发起新的研究热

潮[15] 。 一方面,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系统全面地

引入了西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另一方面,提出

了信息资源管理的创新性理论,如三维结构理

论( 信 息 技 术 维、 信 息 经 济 维 和 信 息 文 化

维) [16,17] ,信息资源的元资源、本资源和表资源

理论[18] 等。 此外,对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情报

学的学科关系问题探讨日趋深入,初步形成了

一些共识,如图书情报学理论与实务要从文献

信息管理向集成性的全信息管理———信息资源

管理转轨,从图书情报学扩展为广义的信息资

源管理是向高层次的跃升[19,20] 。 关于信息资源

管理的学科地位问题,出现了一些前卫的观点,
如应建立信息(资源) 管理学一级学科[21] 。 新

学科建立的目的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一是用信

息资源管理来实现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

三个二级学科的有机整合;二是秉承一级学科

“大集成”的观念,更进一步地实现信息资源类

学科(包括图书情报学类学科,非图书情报学类

学科如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聚类,即文献信息

管理类学科与现代信息管理类学科的二次

集成。
在 1990 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

兴起,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热度持续增加,涌现

出大量相关文献,数字图书馆、信息产业、信息

经济、信息政策法规、信息市场、信息用户与服

务等相关主题成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

点,产生了很多标志性成果[22-24] 。 至 1990 年代

末,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开始进入高峰

期,形成了企业战略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息资

源管理、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和网络信息资源

管理四大研究方向[3] 。 总体上来看,中国图书

情报学在 1990 年代引入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无疑

是成功的,学科建设有了质的提升,踏上了从文

献管理范式向信息资源管理范式的转型之路。
十年间,在信息资源管理范式的引导下重塑了

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使图书情报学学科和事

业跟上并适应了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发展趋势,
为进入新世纪后学科和教育的进一步转型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3　 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管理的蓬勃发展
(2000—2010 年)

自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引入我国的图书情报

学以来,它就被看作是学科和专业教育发展的

“新大陆”和“新市场” [25] 。 以信息资源管理或

信息资源管理学作为伞形学科概念来集成、聚
合各二级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在更高层次和

更广范围内实现图书情报学科的一体化,成为

了引领学科改革潮流的观点和主张。 这将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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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图书情报学在未来演变成信息科学群中的

带头学科”。 信息资源管理的兴起促进了信息

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大规模社会化应用,从
而扩大了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影响,为其与各种

研究信息资源集成管理的新学科实现更高层次

的整合创造了条件[26] 。
进入 21 世纪,网络信息基础环境日趋居于

主导地位,“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

下的二级学科也各自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如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在 2000 年后进入了繁荣发展

期[27] ,数字图书馆与图书馆 2. 0、数字化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网络分类法、元数据、虚拟参考咨

询等成为了学科专业教育中的亮点。 情报学教

育亦形成了以信息管理为主线的教学思路和培

养方案[28] 。 在此图书情报学教育振兴和创新的

阶段,原有学科命名方案“图书馆、情报与档案

管理”的缺陷日益凸显,把机构“图书馆”和事物

“情报”组合在一起不合逻辑,这种命名折中性

很强,只能是暂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29] ;图书

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已是数字化信息资

源,均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对信息进行搜集、加

工、组织、分析、检索与服务,具有无法割断的亲

缘关系,以信息资源为中心的学科一体化势在

必行[30] 。 与原有学科名称相比,信息资源管理

既可以揭示学科的本质特性,还能够适应信息

社会的发展需求,培养出知识面宽广、能力结构

合理的人才,因而成为了实施一体化后理想的

学科名称。
2006 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再次修订研究

生学科专业目录的当口,一些学者再度撰文发

声,指出信息资源管理反映了“信息”引领图书情

报学学科发展格局的现实,且具有极大的学科深

度和广度,紧急呼吁应当将一级学科顺势更名为

信息资源管理;改名后,院系名称与学科名称一

致,能够非常清楚地表明院系所属的学科,对于

专业教育和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十分有益[31] 。
此外,还出现了理想化的命名建议,如以“知识组

织与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名称[29] 。 这在 20 多年

后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呈现出知识化、数智化的

今天,仍然是颇有见地的观点。
在实践方面,2000 年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为国家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同年,国家信息化推进

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批准设立国家信息资源管

理研究基地,其中北京、武汉、南京三个研究基

地均依托信息管理院系,即北京大学信息管理

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

系。 这些基地积极承担科研课题、开展学术研

究和组织学术活动,为国家信息产业和信息化

管理部门提供战略咨询,为信息经济建设和信

息社会发展提供智库服务,如北京基地的研究

人员参与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的制定工作。 这些基地在我国信息化和网络化

高速发展时抢占先机,显著提升了图书情报学

科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扩大了

学科的社会影响;在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体系尚

在形成的初期,为图书情报学成为信息资源管

理的主阵地做出了贡献。

4　 数智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2010—2022年)

在人类信息社会迈向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之际,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数智技术开始深刻地改变信息基础环境和

信息生态,使之发生重要的变迁与升级。 图书

情报学所依托的物质基础条件产生了根本变

化,这必然带来学科研究范式的更替和学科体

系结构的重塑。 在新一代数智环境下,图书情

报学在院系建制、课程体系、研究内容和研究力

量等方面积极寻求新的突破,学科中的问题意

识越来越聚焦到横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

信息资源管理上来。 以信息资源管理为目标导

向的学科建设思路越来越清晰,信息资源管理

作为图书情报学的学理基础和社会基础日趋坚

实,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立的内在理路已贯通

完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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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解决了“变中求存”、进而探索如何

“存中思变”的学科背景下[32] ,图书情报学界进

一步深刻地认识到了建立新学科的迫切性和必

要性。 在新的数智环境下,图书情报学非常需

要一个更具融合性的新名称来统摄和集成日益

泛化的研究内容,同时还必须体现学科的核心

内容,字面上要更为简洁。 在 2011 年版的学科

目录中,学科名称修改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尽管是名称的微调,但“图书馆” 改为“图

书”,已经表明对机构与事物的属性进行了调整

修改,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

管理创造了条件。 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一个新名

称,它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信息资

源与信息资源管理”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

学三个学科研究对象的共性特征,信息资源管

理这一新名称将带来学科版图扩大、学科交叉

增强和学科高峰增多的难得机遇[33] ;②信息资

源管理研究历经对文献的管理、对信息的管理、
对信息资源的管理,现已进入到基于信息资源

的管理阶段,意指基于数据或信息资源来设计、
优化和评价各种管理活动[34] ,代表着管理学的

最新理论形态,其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学、情报学

和档案学在管理学门类中的学科地位;③信息

资源管理知识体系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

学三个学科知识体系综合集成的结果,形成了

新“质”,可以放大学科基本能力[13] ;④信息资

源管理学是业已存在的学科概念名词[35] ,作为

一门新兴学科它有着明确的研究对象、学科性

质、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 采用信息资源管理

作为新学科名称,可直接借鉴信息资源管理学

的现有内容和架构,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信息资

源管理理论大厦,无须另起炉灶,能节约学术资

源的投入,使图书情报学的学科转型更为顺畅。
在新的数智环境下,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

管理两个相似概念的辨析与比较成为此阶段的

热点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信息管理是比信息

资源管理更先进的学科概念,应优先选择信息

管理作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标准术语。 信

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选用它

会影响学科的发展。 具体原因有二:一是信息

资源管理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将

信息资源管理界定为内容资源的管理,广义上

将其界定为基于一种新的管理哲学和资源观的

管理学科,图书情报学存在着从狭义上理解这

一概念的惯性,狭义的概念局限性很大,会使学

科发展眼界变窄[36] ;二是信息资源管理只是政

府和企业管理变革以及信息化发展进程中阶段

性的实践产物,其理论性不足,现阶段已演进至

数智融合的信息管理,如果再用信息资源管理

这一过去特定阶段的名称作为学科新名称,存
在着时代和逻辑上的双重错位,是不合时宜的。

与信息资源管理相比,信息管理更能揭示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共同学科本质,更
可彰显学科所包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统

一性,并且它是经历了长时期实践检验的学术

化、科学化命名,因此信息管理(学)是最合理、
最准确和最理想的名称[36,37] 。 广义的全方位信

息管理是学科在新形势下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

路方向[38] 。 实际上近二十年来图书情报学的学

科发展主体一直以信息管理为转型方向[39] 。 信

息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内容为“各类信息资源的

价值创造规律、信息行为的活动规律以及信息

管理系统运作规律”,理论体系分为信息本身的

宏观管理、信息结构的微观管理、非信息机构

(企业 / 公共)的中观管理三个层次[40,41] 。
在此阶段,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面临一个更

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学科中“ Information”
与“Intelligence”的范式冲突,这在情报学中表现

得尤为明显。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大情报

观”的一些负面影响逐渐显露时,“情报概念对

应
 

Intelligence、要恢复情报学和情报工作本来面

目” 的呼声日趋高涨,形成了 “ Intelligence” 范

式[42] 。 支持“ Intelligence” 范式的学者认为,中
国情报概念对应的英文是 Intelligence,而不是

Information(信息);中国情报学学科名称英文应

为 Intelligence
 

Studies, 而不是 Information
 

Sci-
ence[43] 。 他们不认同将中国情报学等同于信息

学( Information
 

Science) 或图书情报学 (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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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中的情报学部分,指出

高校中信息(资源)管理院系培养出的人才“文

不对题”,与国家情报人才培养目标相距甚远;
针对“中国情报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情

报”等学科泛化和情报缺失问题,提出应建立服

务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基本决策需求的中国

情报学,包含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军事情

报学、 公安情报学和国安情报学等分支学

科[42,44] 。 总体上看,这些学术观点得到了应有

的重视和回应,部分内容也被合理地采纳和吸

收进情报学的主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情

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就提出在总体

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守住“情报之魂”,构建

基于新大情报观的军民融合的情报学,培养“耳

目、尖兵、参谋”引领式的情报人才,服务国家安

全与发展的目标[45] 。

5　 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

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是摆在图书情报学界

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它涉及范围之广、研究

内容之多、学科间关系之复杂,是学科发展史上

从未有过的。 新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
图书情报学相比,具有范围更宽、研究主题更丰

富、系统性更强和一体化等鲜明特点[46] 。 在学

科建设中既要坚守信息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和

基础理论,又要重视拓展和创新[47] ,尤其是在学

科体系框架整体性重构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

堆积木或拼盘式的粗放式发展。 新时代的信息

资源管理学科体系不是图书情报学中以往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的局部延伸或单纯扩张,而是在

更广义的信息资源和信息链视角下对原有整个

框架体系的重新审视和再造重构[48] 。
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加

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大厦的建设工作,要
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系统研究

和深入分析信息资源管理的元理论、哲学基础、
基本原理以及理论流派、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等,

从科学学和知识社会学角度出发,阐明具有中

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

话语体系建设应遵循的底层逻辑和学术理路。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大厦建设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包括:信息资源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新发展

格局中的作用和意义,数智时代信息资源管理

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信息资源管理基础理论

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信息资源管理的边

界界定和融合发展,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和交

叉学科建设,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学术话语权

与学术评价,数智环境下信息资源空间分布规

律和动态变化规律,数智信息资源的组织、配

置、检索和开发利用,新技术背景下信息服务的

数字化转型和智慧服务创新,信息资源管理相

关学科平台和行业做大做强的路径,信息资源

管理学科的有组织科研与适合新时代需求的高

质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对以上问题的深

入系统研究将有力地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生

态的良好发展。
能否构建出专属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抽

象规律是评价该学科理论大厦建设取得实质性

进展的关键,一般来说,这种抽象规律具有如下

特征。
(1)能够继承传统图书情报学和档案学中

关于信息资源管理的核心知识。 当前,存在着

“建立信息资源管理新理论体系就要割裂与传

统学科关系”的不良倾向。 在一些人看来,传统

图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知识已经落后于时

代,其关键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不够“时

髦”,论及信息资源管理时唯恐避图书馆、档案

馆不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学科的标新立

异。 这种倾向是错误的、短视的,会使信息资源

管理研究“空心化”,不利于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与传统学科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

的统一,继承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长期以来,图
书情报学和档案学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信

息资源管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这些理论

交叉汇聚而成的、具有普适性的科学原理与核

心知识是建设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大厦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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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件。 以信息组织为例,图书情报学、档案学

中分类法与主题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逻辑并没

有过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信息资源管

理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抽象规

律,是本学科独特的标签和核心知识。 核心知

识是一个学科的立身之本,核心知识的多寡与

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学科的发展水平和成熟度。
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 Bulter 曾感言,图
书馆学之所以学科地位不高,是因为缺少奥秘

性知识。 奥秘性知识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表征

抽象规律的知识。 数代图书情报学人一直在努

力构建学科的核心知识,包括图书馆学五定律、
图书馆要素说、莫尔斯定律、布—洛—齐三定律

等规律,情报有序性原理、对数透视原理等原

理,系统范式、认知范式、领域分析范式和人文

范式等研究范式,DIKW 信息链、情报学基本方

程式、信息栈等概念性理论。 信息资源管理核

心知识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系统

的梳理、总结和归纳,以信息资源及其管理活动

的内涵为导向、通过扬弃的方式将这些知识综

合集成,纳入信息资源管理的核心知识集合中;
另一方面,还需要以数智环境下信息哲学、信息

生命周期、信息生态等理论为基础,依托技术、
人文和经济三维结构,从元理论、基础理论、应
用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层次提出新的信息资源

管理核心知识,有效地揭示数据和信息资源的

产生、转化、组织、交流、发现与服务等现象和管

理活动规律。 新形成的核心知识体系使信息资

源管理拥有独特的学科身份,能够在“大科学”
的时代背景下与相关学科展开良性的学术竞争

与互动。
(3)既能解释传统学科对应行业的社会现

象(如图书馆管理),又具有拓展性,能够阐明新

兴学科及对应行业管理的内在机制。 抽象规律

的这一特征也是学科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体

现。 图书馆等传统信息资源管理行业已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从中总结出的抽象规

律也较为成熟。 数据策管、数据分析等新兴学

科对应的行业由于发展迅速,也产生了不少最

佳实践,可以升华为抽象规律。 新时代的信息

资源管理学科所蕴含的抽象规律要兼顾传统行

业和新兴行业,也就是说,不仅可以解释和指导

传统或新兴行业,而且还能在传统和新兴行业

相融合的环境下发挥理论作用,适用于虚实共

生和万物互联的信息基础环境。 抽象规律既可

以阐明以虚运实的信息资源管理机制,让虚拟

空间中的信息和数据有序地反哺实体物理空

间,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

动力,又可以诠释由实入虚的信息资源管理路

径,通过数字孪生等手段发挥数字信息资源的

替代作用,来解决实体物理空间中的资源危机,
以此来实现信息生态平衡,满足人们多样化的

精神需求。
(4)能够凝结在学术观点上存在一定差异、

但又相通的传统与新兴学术领域,具有统摄二

级学科群的向心力。 传统的图书情报学缺乏一

个强有力的、逻辑内涵充分展开的理论核心来

凝聚各分支学科内容,因此一直存在着“学科的

游离”和“游离的学科”的问题。 信息基础环境

的变迁加剧了原本就有的分支学科离心倾向,
一些分支学科之间甚至无法开展正常的交流,
反倒是与交叉学科的关系比与本学科的某些分

支还要紧密。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

泛应用,数据科学、数据治理等新兴学术领域纷

纷涌现。 图书情报学虽然与这些学术领域有着

密切的关联,但学科范围并不能涵盖它们,也无

法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使这些新兴领域

或分支学科处于离散状态,不能整合进学科体

系之中。 构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抽象规律、建
立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大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

题。 信息资源管理的抽象规律能够在二级学科

群内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使之趋于集聚而非游

离。 通过对抽象规律的研究,信息资源管理能

够有一个围绕数据 / 信息资源命题的理论核心,
各个二级学科均是基于这个理论核心扩展而产

生的,传统和新兴分支学科领域之间的话语体

系有了共通之处,可以相互交流并滋生出理论

049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九卷　 第二六六期　 Vol. 49. No. 266

创新土壤。
(5)抽象规律是富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学

理,能够为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不竭的

动力,时代的变迁不会让这些学理轻易过时,也
不会使之与人才需求脱节。 信息科学是一个充

满魅力的领域( fascinating
 

field) [49] 。 信息资源

管理亦是如此。 它的魅力何来? 魅力应来自信

息资源管理学理严谨的逻辑性和能不断地激发

起探索兴趣的丰富内涵。
 

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中,这些学理或基础理论是学科理论大厦的根

基,由此衍生出的课程知识体系保障了信息资

源管理人才培养的质量。
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中,学理或基础理

论比较匮乏,不足以支撑学科专业课程知识体

系的建设与发展,而缺乏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

学理作为基座,课程体系及培养方案自然难以

有鲜明特色和不可替代性,致使学生满意度不

高。 十年前对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毕业生的职业

问卷调查显示,毕业生普遍认为专业知识过于

简单,广而不专,缺乏专业壁垒,接近 40%的毕

业生认为专业课程不能满足工作岗位的需

求[50] 。 近年来情况仍无多大改观。 对相关本科

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不满意专业课

程内容,认为课程内容涵盖面狭窄,对就业竞争

力和发展前景持消极态度[51] ;另一对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认可度的调查也有类似的发

现,学生认为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对专业感情

不深[52] ;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培养的

调研数据分析则直接指出了学科基础理论薄

弱,导致学科教育存在问题并有衰亡的风险[53] 。
唯有通过学理和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对信

息资源管理元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深刻解答,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才能“固本强基”,学科和专

业教育方可在不断变化的数字智能技术环境中

保持发展的活力,面对内外部的挑战始终有应

对之道。
总之,在探索信息资源管理抽象规律过程

中大力加强学理和基础理论研究,是建设信息

资源管理理论大厦、优化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知

识体系、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性举措。
构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抽象规律并非一

日之功,需要学术界从多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中,重要着力点是要下大力气使本学科的学

术氛围有根本性的转变。 近年来,“跃进式”的

学科发展不仅无助于学科地位和影响力的提

升,反而损害了学科的根基。 学术界对此要始

终保持高度警惕,须力戒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

的心态,去除流于表面的、浮夸的、无长远价值

的各种学科讨论与会议交流的生存土壤,不断

增强学科的批判和反思精神,让从事基础理论

研究的学者坐稳坐住冷板凳,构建出真正具有

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唯有此,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建设才能行稳致远。

6　 结论

信息资源管理是人类信息基础环境变迁和

信息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我国,信息资源管理

研究有着独特的兴起和发展历程。 从一个研究

领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信息资源管理的演变

过程深深地嵌入图书情报学理论构建、学科建

设、专业教育改革和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对其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对我国信息资源管理

研究的演变历史进行梳理,对新时代信息资源

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提出应加强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大厦的建设,并对其中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评价建设取

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标准是构建出专属于信息

资源管理领域的抽象规律,对抽象规律需具备

的特点进行了阐述,以期为信息资源管理未来

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
应当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信

息资源管理对国家、组织和个体的发展具有基础性

的意义和价值,富有很强的生命力,是新时代的“当
采学科”,它的学科范围、研究范式、理论内容和应

用领域会不断地发生新的变革。 把握和引领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继续将信息资源管理研

究推向深入,建立结构合理、系统科学、成熟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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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专

业课程体系,已成为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改

革的新使命与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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