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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信息文明的发展史。
21世纪，正是人类社会完成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整体飞跃的伟大时代。
21世纪的信息文明，是现实世界与虚拟生存交融的新环境，是信息无限增大与信息差距并存的新环境
，是基于信息的创新与泛在知识的新环境。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信息资源的科学组织、建设、管理及有效开发和利用，不仅是人类社会
的共同历史使命，而且也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上自国家与民族，下至不同层次的
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其生存、和发展完全系乎于此。
因此，信息管理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实践价值和现
实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管理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不久便形成了关于信息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
的研究热潮。
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经济的浪潮，并迅速影响到全球，计算机与信息技
术的普遍应用、信息经济改变产业结构、数字内容产业和网络化生存，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到20世纪末，信息与信息管理已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瞄准世界的信息与信息管理前沿，开始了中国的信息化建设与信息管理
发展道路的探索；另一方面从经济信息管理、文献信息管理和管理信息系统等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对信
息与信息管理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教育方面，原有的科技信息、信息学专业与管理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林业信息管理等专业加
强融合，促使1998年10月教育部新颁布的《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在管理学门类下设置了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从此，信息管理科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信息管理科学从
孕育形成阶段走向了成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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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信息管理丛书》之一。
    本书密切结合当前我国情报科学的发展现状，吸纳、整合了近年来情报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系统地阐述了情报科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内容包括绪论、情报科学的基本原理、情报科学的基本定律、情报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学术流派、情报
科学的学科基础、情报科学的方法论、情报科学的情报系统理论、情报科学的信息构建理论、情报科
学的知识管理理论、情报科学的竞争情报理论、情报科学的信息生态理论、情报科学理论发展趋势等
。
本书体系新颖，内容全面，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实用性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
材，也可作为从事图书情报工作、信息管理工作和情报科学研究工作的广大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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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情报科学的基本原理走过50多年的历程，情报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性的思想
和原则。
这些思想和原则在主导着情报科学各领域的发展，从而成为学科的基本原理或开展研究的逻辑起点。
当我们回顾和总结情报科学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果时，发现这样的思想和原则一直
在支撑着情报科学的发展，而且随着情报科学的进展其作用越来越突出。
在当代信息环境下，这些思想和原则突破了文献框架，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而也更具有学科基本
原理的特质。
对这些思想和原则的系统、深入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情报学术界对这些思想和原则中的大部分是比较熟悉的，也了解它们作为独立的理论或规律时在情报
科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忽视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在情报科学发展中的奠基性作用。
我们通过研究，总结、提炼出情报科学的六个基本原理。
这些原理是情报科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则，对学科的发展具有基础性、规定性和普遍意义，或者说
，是学科发展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灵魂。
那些看起来也像基本原理，但是以某种形式包含于这六个基本原理之中或能够通过这六个基本原理导
出的理论、规律则不将其视为基本原理。
希望通过本章的工作，能够对情报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和思路。
在数字环境下，情报科学正在经历从宏观层次的文献向微观层次的情报、知识和信息转换，因而本章
所涉及的情报科学的三个基本对象——信息、知识和情报——是从“信息链”的结构来认识的。
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
（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
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上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下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
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知识、情报则显然是认知属性的，是知识体系（科学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或组件。
信息链十分准确地描述了信息、知识和情报等重要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本章在讨论中正是基于信息链框架，在不同场合及特定意义下交替使用这些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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