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服务管理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服务管理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307074194

10位ISBN编号：7307074192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

作者：李枫林

页数：3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服务管理理论与实践>>

前言

　　“图书馆学情报学”是我国的习惯用法，是涵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等学科
的名称。
在我国台湾被称为“图书馆与资讯科学”，英文为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美国也用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来称谓这一学科。
　　1807年，德国学者马丁·施莱廷格（Matin Schrettinger，1772～1851）首次使用了“图书馆学”这
一概念，1808年他又在《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中建立了以图书馆整理为核心的学科体系，标志
着图书馆学学科正式诞生。
　　自1887年美国学者杜威（Melvil.Dewey，185l～1931）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世界第一所图书馆学校
，1930年在卡内基基金的资助下芝加哥大学设立第一所图书馆学博士班课程以来，图书馆学开始走进
大学殿堂，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专业。
　　图书馆学教育在美国的兴起带动了全球图书馆教育的发展。
.1919年英国在伦敦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学院。
目前，美国有56所美国图书馆学会（ALA）认可的图书馆学院，每年招收图书馆与情报学学生26 000人
左右。
　　在施莱廷格后的两个世纪，图书馆学科不断变化。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两大阵营形成。
苏联卫星上天，美国实施阿波罗计划，科技文献激增。
科学家对文献信息的获取变得困难。
一门新型学科——情报学应运而生。
1963年美国文献工作学会正式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ASIS）。
大量增设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硕士点、博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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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务业是一个极为庞杂的产业。
家政服务、理发是服务业，航空、维修是服务业，医疗、教育是服务业，企业咨询、无线通信也是服
务业，他们在一些基本概念和规律上是相通的，但实际的运营情况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为了切合时代的要求，《现代服务管理理论与实践》选择现代服务业作为考察对象，重点讨论了服务
接触、服务质量、服务营销、服务战略及服务创新五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这里，现代服务业主要包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企业咨询、教育、医疗等)、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
地位的服务业(如通信、信息服务等)以及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后的传统服务业(在线商店、网络银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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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我们将人类的需求分为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两部分，非物质需求的满足就是服务。
如对食物、工具等的需求为物质上的需求，对信仰、音乐等的需求为非物质上的需求。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对物质需求的满足占据主流地位，人们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创造了
大量的物质产品，满足了人类的物质享受。
我们现在所处的繁华社会就是人类长期对物质追求的结果。
　　除了物质需求外，人类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非物质上的需求。
这些需求既包括个人的需求（如医疗上的需求），还包括由于在各种需求满足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的
需求，如物流、信贷、销售、维修等。
更进一步，人类物质需求的本源，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要求以后，主要是对工具的需求：生产工具、
交通工具、生活用具等。
这些大量的工具为人类的工作及生活的便利提供了保障，从经济上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人类在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发现，劳动分工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
原本由个人生产的工序变成由几个人或更多人分工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组织出现了，这就是我
们所说的企业。
它是人类在满足自身需求过程中实现高效率的一种组织形式。
　　从企业诞生到现在，人们关注的大多是物质生产。
在物质短缺时代，企业关注的是如何规模生产、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如何增强功能及技术含量
。
所有支持物质生产的部门和机构一般处于从属地位，我们所看到的价值增加和财富的增长都是物质化
的东西。
而在物质相对丰富的今天，企业所考虑的问题要更进一步，那就是企业的产品如何更好地符合用户的
要求，如何做到个性化和差异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服务管理理论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