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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系列教材：信息资源管理教程》通过作者的不断探索、积累
、反思、修正，并参考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系列教材：信息
资源管理教程》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内容由三大部分共12章组成：第一部
分是信息资源管理的概述和基本理论；第二部分是信息资源管理的四个主要领域，阐述政府、企业、
公益性机构和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管理的原理和方法；第三部分是信息资源管理的三大管理手段：
政策法律、技术方法和经济，阐述如何利用政策法规、信息技术和方法、经济等手段来实现和加强信
息资源管理。

　　《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系列教材：信息资源管理教程》主要是供学生系统了解和掌
握信息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原则、技术方法和手段，掌握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管理，
掌握企业、政府机构等不同组织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的任务、内容和模式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趋
势，可以作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管理学科门类下的有关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
究生的核心基础课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各种信息化人才培训计划和有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
试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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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信息资源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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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信息的定义
1.1.2 信息资源的定义和条件
1.1.3 信息源与信息资源的关系
1.2 信息资源的特性、功能和价值
1.2.1 信息资源的特性
1.2.2 信息资源的分类
1.2.3 信息资源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1.3 信息资源管理发展沿革
1.3.1 信息资源管理的出现背景
1.3.2 信息资源管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1.3.3 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阶段
1.4 信息资源管理的学科性质和内容范围
1.4.1 信息资源管理的含义和性质
1.4.2 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范围、对象和目标
1.4.3 信息资源管理的定位、责任和基本方法
思考题
第2章 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
2.1 信息科学理论
2.1.1 信息论
2.1.2 控制论
2.1.3 系统论
2.2 组织对信息技术的学习理论
2.2.1 诺兰的阶段理论
2.2.2 史密斯和梅德利模型
2.2.3 米歇模型
2.3 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模型
2.3.1 霍顿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
2.3.2 马钱德和霍顿的五阶段模型
2.3.3 马钱德和克雷斯兰的四阶段模型
2.4 信息生命周期理论
2.4.1 信息生命周期理论的起源
2.4.2 信息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
2.4.3 信息生命周期理论的价值、局限性和应用扩展
2.5 信息生态理论
2.5.1 信息生态学的模型和主要特征
2.5.2 信息生态理论的意义
2.5.3 创建一种良好的信息生态环境
2.6 信息构建理论
2.6.1 信息构建的定义
2.6.2 信息构建研究和应用的目的
2.6.3 信息构建理论的内涵
2.7 管理学理论
2.7.1 古典管理理论和近代管理理论中的信息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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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现代管理理论对信息问题的阐述
2.7.3 战略管理理论和流程再造理论
2.7.4 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理论
思考题
第3章 信息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法律
3.1 信息政策和法律概述
3.1.1 社会信息化的特征和影响
3.1.2 信息政策概述
3.1.3 信息法概述
3.1.4 信息政策与信息法的关系
3.1.5 信息政策法规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3.2 有关信息采集的政策和法律
3.2.1 对政府机构信息采集活动的法律规范
3.2.2 对大众媒介信息采集活动的法律规范
3.2.3 对商业机构信息采集活动的法律规范
3.2.4 对公益性机构信息采集活动的法律规范
3.2.5 有关公民个人信息采集权利的法律研究
3.3 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规范
3.3.1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
3.3.2 商业机构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
3.4 有关信息传播方面的政策法律
3.4.1 国外新闻传播方面的法律规范
3.4.2 我国新闻传播方面的法律规范
⋯⋯
第4章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
第5章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
第6章 公益性机构信息资源管理
第7章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第8章 内容管理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9章 信息技术管理
第10章 信息产业管理
第11章 信息资源管理的经济学
第12章 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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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数据处理管理 数据处理管理对信息资源管理的认知来自工商管理和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MIS）。
一方面，计算机和数据处理的历史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代”，并用重要的技术进步来命名。
第一代计算机（1945-1955年）主要用于科学计算。
第二代计算机（1955-1965年）开始用于商业界。
电子数据处理（EDP）或简单的数据处理就是用来描述这种办公室辅助性工作的词，即用来支持劳动
密集型的秘书工作。
第三代计算机（1965-1975年）带来了一个新词MIS，描述其信息处理的目的是支持管理决策，但为此
需要进行某些变革。
数据库系统和远程访问等重要技术的实现，进一步扩大了计算机的应用范围。
第四代计算机（1975-1985年）持续扩大了其用户基础，引入新的软件和数据库工具使得用户更便于使
用，而且在这一时期末出现了小型、低价、易用的个人计算机。
这个时代的重点是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不仅给高层管理者，也给组织中的所有用户。
同时，高层管理者也认识到：与公司信息处理有关的费用已成为一个主要预算项目。
这个时期，“管理信息”、“公司信息系统规划”、“信息处理的战略规划”及其他IRM同义词受到
了文献的关注。
另一方面，诺兰（R.Nolan）提出了阶段理论（Stage Theory）。
根据从几个公司收集的数据，诺兰识别出一种数据处理功能发展的连贯一致的进程。
他认为，第一、二阶段是起步和传播阶段，引入和鼓励使用新技术；第三、四阶段（控制和集成阶段
）是关心信息处理融入到一个管理框架中，以支持事务处理和决策。
最后两个阶段是（数据管理和成熟阶级）就是他对IRM的描述。
在这里，确立一种数据管理功能，其中存在着共享系统和跨功能领域的数据，而更重要的是信息系统
应用“反映”了组织中的信息流。
 上面两种用来描述数据处理历史和发展的框架，其终点都是IRM的概念。
数据处理管理关心数据处理功能的改善，以便更好支持公司的决策。
信息不仅被描述为一种资源，而且也是一种资产和竞争武器或战略武器。
信息作为一种公司资产的理念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所有信息，不仅是管理信息，都需要适当的管理。
为强调规划的重要性，人们还使用了信息政策、公司信息政策和信息系统规划等词。
IBM提出的业务系统规划（BSP）的思想，其焦点是要全面理解公司的业务和支持其业务的信息系统。
采用自顶向下的方法，从识别业务流程开始，进而识别数据类和系统并把它们与那些业务流程关联起
来。
它还包括评价现有的信息系统管理，定义信息体系结构（IA）和制定一个行动计划。
此方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业务目标（及信息流）与开发的系统的紧密匹配（相当于诺兰模型的最
后阶段）。
这里实际上包含了IRM的思想，表现为一种数据设计和管理的形式化方法（正规的方法），或者称它
是对公司数据的直接、主动的管理，使数据为公司发挥作用。
这种思想有一个隐含的相关目标：满足用户的需要与数据有效存储检索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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