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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竞争力的焦点。
信息资源在传播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因而国家信息化六个要素中，“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核心，已经不再仅仅是专家们的观点，而
是被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行业、领域乃至于国家及全社会所普遍接受。
尤其是国家《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34号文件）的出台和实施，使得多
年来形成的“重建设轻应用”、“重硬轻软”、“重技术轻资源”的顽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治理，这
体现在从行业、地区到国家层面的“十一五”规划和相关战略中。
　　关于信息资源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理解即信息资源是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经过加工
处理有序化并大量积累起来的有用的信息集合，如科技信息、政策法规信息、社会发展信息、市场信
息、金融信息、统计信息、档案等，都是信息资源的重要构成要素；广义理解即信息资源是指人类信
息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信息、信息生产者、信息技术等信息活动要素的集合。
本书主要针对狭义信息资源，上述34号文件将信息资源明确定位为一种“生产要素”、“无形资产”
，前者说明了信息资源对于社会生产的重要促进作用，后者表明信息资源是有价值的。
　　同传统的信息资源相比，数字信息资源呈现出数量巨大、增长迅速，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形式
多样、分布广泛等特点。
仅以国家数字图书馆为例，截至2009年底，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总量累计已达到320TB
（1TB=1024GB），这个数字以后还会不断增加。
另外，网络信息资源在形式上包括了文本、图像、声音、软件数据库等，堪称多媒体、多语种、多类
型信息的混合体，在地域上打破了时空阻碍，使网络信息资源呈现出全球化的分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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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解决我国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为目标，主要从政策法律与制度建设等宏观角度对我国
数字信息资源规划及管理问题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突破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数字信息资源的管理偏
重于微观问题和纯技术问题的局限，把数字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问题带入宏观研究的视野，丰
富和完善了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体系。
本书在概括分析了世界范围内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
影响因素及政府介入、数字信息资源国家宏观规划与管理的相关理论分析、数字信息资源国家宏观规
划与管理中的相关技术因素、数字信息资源国家宏观规划与管理中的政策法规及实施效率分析、数字
信息资源国家宏观规划与管理中的相关制度设计研究等问题。
　　本书可供管理类专业和政法类专业，如信息管理、图书情报、科技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
工程、公共政策、法律、行政管理等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人员、科研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为
国家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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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息资源规划的实证分析——以电子政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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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述评与分析，本书从宏观角度对我国数字信息资源规划及管理问题进行
系统和深入地研究，突破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数字信息资源的管理偏重于微观问题和纯技术问题的局限
，核心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政府介入　　针对当前信息资
源开发利用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信息资源开发不足、利用不够、效益不高，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尚不完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化体系需要完善等；探讨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影响因素，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从国家管理的角
度提出宏观调控的方式与手段。
　　（2）数字信息资源国家宏观规划与管理的相关理论分析　　借鉴现有的主要应用于企业的信息
资源规划方法，将视角拓展到政府、国家与社会，探讨数字资源建设的国家宏观规划的理论、方法与
实施手段，并在理论架构上取得突破。
根据国内外有关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与实践现状的调研与分析，把握现有研究的主要局限，即对数
字信息资源规划与整合的研究缺乏宏观视角，从而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上提出数字信息资源规划、管
理及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3）数字信息资源国家宏观规划与管理中的政策法规及实施效率分析　　收集整理现行有关信
息管理的政策法规，考察其修订、运行情况，重点分析影响数字信息资源规划的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
状况，并从效率角度探讨其实施效果。
　　（4）数字信息资源国家宏观规划与管理中的相关制度设计研究　　数字信息资源具有稀缺性，
稀缺性导致了对现有存量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充分挖掘其潜在效用的需求，以及合理补充和开发增量
资源的需要。
本书试图引进法政策学等学科理论，从国家宏观管理角度探讨数字信息资源配置中的制度设计问题，
以及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著作权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安全保障制度等，实现国家从相关制度
层面对数字信息资源的管理与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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