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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教育部颁布实施的新本科专业目录中，原有的管理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信息学、
林业信息管理等五个专业合并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专业，作为管理学门类中“管理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之下的·个二级学科。
据统计，经过这样的归并和调整，全国现在已有151个全日制高等院校设立了这个专业。
另外，还有大量自考、民办、继续教育等办学层次开设了相近的专业。
受教育部高教司的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有关专
家，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从1999年4月底开始，进行了专门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目标与
骨干课程研究”立项的讨论。
在一年多的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课题组就一些基本观点形成了如下共识：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它是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从而导致人才
需求的产物，更是教育领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设置是科学合理的，符合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方向，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
信息化建设的现实需求。
2.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坚实的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系
统工程方法的综合型和实用型的高级人才。
本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应当能够承担各级各类的信息管理工作，从事各种类型的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
工作。
3.本专业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综合性、实用性、先进性。
4.选择骨干课程的主要原则是：从学科基础、知识结构和实际需要出发，遵照宽口径、少而精的原则
，一方面应当体现这个专业的特点和培养目标，另一方面为各校自己发展特色留有足够的余地。
建议本专业的骨干课程包括以下六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概论、管理学原理、数据结构与数据库系
统原理、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的开发与管理、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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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法教程》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
面向21世纪教材和教育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信息法教程》对信息法的理论与实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全书共分六部分，分别为概论、信息安全法律规范、信息产权法律规范、信息技术法律规范、信息服
务法律规范和信息网络法律规范，内容包括了信息管理涉及的绝大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
全书内容新颖、系统全面、实用性强，可以作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的教材
，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参考教材，对从事信息管理和IT行业的实际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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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信息法制建设的意义与现状第一节 信息法制建设的意义第二节 主要国家信息法制建设的现状
第二章 信息法概述第一节 信息法的含义及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第二节 信息法律关系第三节 信息法律
与信息政策的比较第四节 信息立法第三章 国家信息安全法律规范第一节 国家秘密概述第二节 侵犯国
家秘密的基本犯罪类型第三节 我国保守国家秘密的相关法律法规第四章 个人信息安全法律规范第一
节 概述第二节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第五章 信息公开制度第一节 信息公开制度的目的第二节 信息公开
法的主要内容v第三节 国内外信息公开制度简介第六章 信息系统安全法律规范第一节 信息系统安全概
述第二节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的法律规范第七章 信息产权与知识产权概述第一节 信息产权概述第二节 
知识产权概述第三节 知识产权制度对社会信息化的影响第八章 著作权法律制度第一节 著作权的保护
客体和主体第二节 著作权的内容及限制第三节 著作权的法律保护第四节 著作权的邻接权第九章 工业
产权法律制度第一节 专利权第二节 商标权第十章 商业秘密的保护制度第一节 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依
据与范围第二节 商业秘密的认定第三节 商业秘密权及其限制第四节 商业秘密权的保护与竞业避止第
十一章 计算机软件和半导体芯片的法律保护第一节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第二节 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保护条例第三节 国外半导体芯片的法律保护第十二章 信息技术发展政策第一节 信息技术政策概述
第二节 国外信息技术政策简介第三节 我国信息技术政策第十三章 信息技术标准化法规第一节 信息技
术标准化概述第二节 国内外信息技术标准化现状第三节 信息技术标准化涉及的范围第四节 信息技术
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第五节 信息技术标准择要简介第六节 违反信息技术标准的法律责任第七节 信息技
术标准化展望第十四章 公共信息服务法律规范第一节 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法律规范第二节 档案馆信息
服务的法律规范第三节 统计信息服务的法律规范第四节 有关灾情信息服务的法律规范第十五章 经济
信息活动法律规范第一节 企业信息权利的法律保护第二节 消费者获取信息权利的法律保护第三节 证
券市场信息公开制度第十六章 新闻出版法律规范第一节 新闻业信息服务的法律规范第二节 出版业信
息服务的法律规范第十七章 邮政电信法律规范第一节 邮政法律规范第二节 电信法律规范第十八章 信
息网络建设法律规范第一节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方针第二节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
的法律规定第十九章 信息网络经营管理法律规范第一节 域名管理体制第二节 ISP的法律规范第三节
BBS的法律管制第四节 网络有害信息的防范第五节 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的管理第二十章 网络环境下
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一节 计算机信息网络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第二节 数字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第三节 、数据库与多媒体的知识产权保护第四节 网络传输的著作权问题第二十一章 电子商务活动法
律规范第一节 电子商务参与各方的法律关系第二节 电子商务信息流转的法律问题第三节 电子商务合
同与电子签名的法律问题第四节 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信息证据问题第二十二章 计算机犯罪第一节 计算
机犯罪概述第二节 计算机犯罪的定义与特点第三节 计算机犯罪的类型及处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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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本案的诉讼中，对网上公开某作家作品是否侵权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在中国现有的相关
法律如《刑法》、《著作权法》中，都没有明确的关于未经作者授权可以在网上发布其作品的条款和
有关处罚规定。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网络的日益普及，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法律纠纷会越
来越多，对此未雨绸缪当不是杞人忧天。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解器，信息网络对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影响必然对传统法律产生巨大的冲击。
法律的发展总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原有的传统法律面对新兴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带来的新的
社会问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法律建设又必须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制定新的信息法律规范，调整在新的信息技术环
境下产生的社会关系，抓紧制定信息领域的立法是十分必要的。
二、信息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物质、能源、信息被称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人类社会已经
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迈进。
如果说土地是支撑农业社会的基石，资本是工业社会发展的源泉，那么知识无疑就是信息社会不可或
缺的重要资源了。
谁占有知识和信息，谁就掌握了现代社会的主动权。
对知识和信息的占有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因此如何用法律手段调节社会各方与知识和
信息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必须探讨的问题。
信息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信息法制建设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法律是调整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出现促使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制度
，产生新的法律适用需求，以维护新形式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正常秩序及健康发展。
信息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新兴的社会生产力，其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已经显露
。
信息社会中的各种信息社会关系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众多层次。
实际上在信息社会之前，同样存在对信息占有权利的调节问题，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影响社会进步的
程度罢了。
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社会制度或法律对信息活动和关系的调节规范集中在与政治、管理有关的信息
源和信息交流渠道的控制上。
由于信息的数量少，传播的渠道单一，能利用信息的人数有限，当时的统治阶级是有能力控制信息源
和信息交流渠道的。
愚民政策、焚书坑儒、等级体系都是控制信息交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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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法教程》：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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