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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世纪，当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成为这个时代最珍贵、最灵
性、最活跃的发展动因时，信息管理体制的重组与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彻底。
置身于社会发展大转盘，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信息管理的历史方位和现实走向，必须全面理解信息管理
对象、范围和方式的变化，必须重新定义信息管理的社会结构和核心能力。
尤其是知识经济和信息高新技术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持续分化、信息分布的非均衡性、信息获取的敏
捷化、信息流动的知识化⋯⋯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信息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快速演化，并激烈地撞
击着学科发展的大门。
作为信息管理这个快速发展学科的概论性教材的作者，信息管理环境、学科和行业的变化迫使我们正
视第一版中的不足并及时地修订，以反映学科和行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动态。
本书作为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同时被高等教育出版社确定为百部精品课程教材之一，
还得到了四川大学重点教材建设项目的支持。
因此，我们更加感到责任重大。
在保持第一版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几乎改写了所有章节的大部分内容。
由于篇幅和能力所限，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最全面地跟踪了学科发展的最前沿，许多案例分析材料也不
得不忍痛割爱。
但是，毫无疑问，本书是我们迎接挑战和机遇的第一思考，更寄托着我们对信息管理发展的美好憧憬
。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修订工作由党跃武主持完成，并得到了原书第一编著者——我国著名的信息管
理专家谭祥金教授的大力支持。
在此，谨向谭祥金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
同时，也要感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合作者，由于他们的参与使本书的质量和水平得到了保障。
党跃武编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二节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其他编写人员是：李桂华（第三章第二节、第八章、第十章第一节）、黄春毅（第四章、第九章）
、徐恩元（第五章）、陈丽（第六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三节）、赵媛（第七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教材编写的累积性，本书列举的参考文献难免有所疏漏，因此，还要向那些给我们思想以启迪而
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出现的同行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和歉意。
尽管如此，本书所有的错误和不足概由编著者，尤其是主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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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管理导论（第2版）》是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信息管理
导论》的第二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在保持第一版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学科和行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动态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应
用与实践的内容。
全书分为基础篇、原理篇和应用篇，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与信息资源、信息社会、信息交流、信息技术
、信息组织、信息管理、信息资源人文管理、信息资源经济管理、信息资源系统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专门化等。
《信息管理导论（第2版）》还配有大量的案例分析材料，读者可到相关网站（WWW.hep-st.com.cn）
上下载。
　　《信息管理导论（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以及相关（本科）
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信息资源开发、管理和利用的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管理导论>>

书籍目录

上篇 基础篇第一章 信息与信息资源1.1 信息与社会信息1.1.1 信息的界定1.1.2 信息的类型与特征本节小
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1.2 信息资源1.2.1 从信息到信息资源1.2.2 信息资源构成与特性1.2.3 信息资
源社会功能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1.3 信息的度量1.3.1 基于数据量的信息度量1.3.2 基于概
率的信息度量1.3.3 基于经验的信息度量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第
二章 信息社会2.1 信息环境与信息社会2.1.1 社会信息环境2.1.2 信息社会理论2.1.3 信息社会的特征分
析2.1.4 信息社会的相关理论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2.2 社会信息化2.2.1 社会信息化概要2.2.2
1中国社会信息化2.2.3 社会信息化测度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2.3 信息文化与现代社会2.3.1 
文化与信息文化2.3.2 信息文化的一般特征2.3.3 信息文化的时代特征2.3.4 信息文化的现代意义本节小结
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中篇 原理篇第三章 信息交流3.1 信息交流原理3.1.1 
信息交流的含义与特点3.1.2 信息交流的模式研究3.1.3 信息交流的基本类型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
思考题3.2 信息交流的结构3.2.1 信息交流的基本结构3.2.2 信息源3.2.3 信息渠道3.2.4 信息用户本节小结
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3.3 社会信息交流3.3.1 社会信息交流矛盾分析3.3.2 社会信息交流障碍分析本
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第四章 信息技术4.1 信息管理与信息技
术4.1.1 信息技术的内涵与特征4.1.2 现代信息技术的组成4.1.3 信息管理的技术基础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
南复习思考题4.2 现代信息技术管理4.2.1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4.2.2 现代信息技术的管理本节小结课外
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第五章 信息组织5.1 信息组织原理5.1.1 信息组织5.1.2 信
息组织发展简史5.1.3 信息组织的基础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5.2 信息组织方法5.2.1 信息组
织的基本方法5.2.2 信息组织的基本成果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第
六章 信息管理6.1 信息管理概要6.1.1 信息管理及其特征6.1.2 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6.1.3 信息管理与
知识管理6.1.4 信息管理发展简史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6.2 社会信息管理6.2.1 信息管理的
原则6.2.2 信息管理过程6.2.3 社会信息管理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
下篇 应用篇第七章 信息资源人文管理7.1 信息道德7.1.1 信息道德概述7.1.2 信息道德建设本节小结课外
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7.2 信息政策法规7.2.1 信息政策法规概述7.2.2 信息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7.2.3 信息
政策法规管理实践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第八章 信息资源经济管
理8.1 信息资源经济管理基础8.1.1 信息经济8.1.2 信息商品8.1.3 信息管理的经济杠杆本节小结课外阅读
指南复习思考题8.2 信息市场与信息产业管理8.2.1 信息市场管理8.2.2 信息产业管理本节小结课外阅读
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第九章 信息资源系统管理9.1 信息系统基础9.1.1 信息系统及
其特征9.1.2 信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9.2 信息系统开发和管理9.2.1 信
息系统开发9.2.2 信息系统管理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及参考网站第十章 信息
资源管理专门化10.1 经济信息管理10.1.1 经济信息管理10.1.2 企业信息化与企业信息管理10.1.3 电子商
务本节小结课外阅读指南复习思考题10.2 行政信息管理10.2.1 行政信息管理10.2.2 电子政务本节小结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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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2 信息交流的结构当信息交流双方凭借一定媒介、载体、渠道或手段参加交流活动时，就形成
了一种信息交流关系。
信息交流的基本结构与信息交流的基本模式紧密相关，是基本模式的表现形式。
3.2.1 信息交流的基本结构1.信息交流结构的研究用结构分析方法来考察信息交流，是以观察信息交流
的静态或动态因素为基础，找出有关的系统、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分析它们组成的结构形式和特征以
及外部事物对它们的作用。
广义上讲，信息交流各种模式的研究成果实质上就是信息交流结构分析的结果，拉斯韦尔公式等模式
直接被称为信息交流的结构模式。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信息交流的结构可以看成是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对关键元素和基本元素的提取，反
映的是信息交流的基本条件和组成要素。
狭义地看信息交流的结构，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例如，信息交流的四要素说认为，信息交流的基本要素是信息的发出者（信源）、信息的接收者（信
宿）、交流手段（媒介）和交流对象（信息）。
信息交流结构的三元主体结构说认为，信息交流结构的主体由传播者、受传者和阐释者共同构成，而
信息成为信息交流的客体或交流媒介。
在某种程度上讲，任何传播者、阐释者都担当着受传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
在每一次交流中，都一定存在三元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换或对话。
2.信息交流的基本结构信息交流的结构分析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
人们为了获取知识信息，必然建立起具有特定文化、技术与社会背景的交流方式。
这些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构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是基于社会信息交流的宏观结构。
立足于信息交流过程的分析，构成了信息交流的微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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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管理导论(第2版)》作为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同时被高等教育出版社确定为百部
精品课程教材之一，还得到了四川大学重点教材建设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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