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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有组织的信息加工活动，是伴随着信息(文献)量的不断增长和人类有意识地收集、积累和利
用信息(文献)的活动(即文献工作)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根本目的是克服信息量日益增长以
及随之产生的各种复杂情况与特定利用者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更有效地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提高
信息的使用价值，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利用需求。
信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宝贵和重要的一种资源，这是身处信息社会的人们的一种共识。
但由于社会信息总量的巨大，信息的来源、类型、内容、载体、传播途径和方式等的多样化，人们在
面对海量信息，以期通过开发利用这一宝贵资源来满足自己特定的需求时，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和力
不从心。
如果说在进入信息社会以前，人们还有可能依靠个体或相对分散的信息加工活动，来勉强完成对相对
有限的信息资源的整理加工任务的话，那么，在信息社会要用同样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已经是不可能
的了。
更何况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于信息利用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对于经过深层次加工的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
，由此，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有组织的、规模化的信息加工活动的重要性。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有组织的信息加工活动，人们迫切地需要总结实践经验并使之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
度，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实践，不断提高实际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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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务信息加工的原理与方法》以政务信息加工这一重要专项活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阐述。
内容包括我国政府政务信息网络系统基本框架和政务信息工作的基本内容、制度、要求等的介绍，政
务信息加工活动的基本程序、要求和不同类型成果的加工原理与方法等。
全书结合我国政务信息工作实际，在文摘的编写、文件资料汇编的编纂、政务信息文稿的撰写和政务
信息刊物的编辑、综述和述评的撰写等多方面的内容上有所创新，同时也借鉴了专业文献信息机构主
要针对科学文献进行信息加工的传统经验和方法（如题录的编制、提要的撰写等）。
体例安排上，按照加工深度、特点和信息含量的不同，逐一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加工成果进行介绍。
内容由浅人深，案例生动具体，可操作性强，不仅可作为大学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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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什么是信息调研信息调研这一概念，是在1990年1月召开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秘书长座
谈会上首次提出来的。
这次会议指出，目前各级党委办公厅（室）工作的重点是加强督促检查和信息调研工作。
当时刚提出这一概念时，旨在把信息工作和调研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搞好情况汇总。
随着信息工作的深入开展，人们对信息调研的认识也逐渐深化。
199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总结
了几年来信息工作者开展信息调研的实践，对信息调研的性质、形式和特点做了明确的、全面的阐述
。
《意见》指出：“信息调研是从信息中发现问题、捕捉题目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方式，是证实信息、扩
充信息、挖掘和开发深层次信息的有效方式。
”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信息调研是对信息进行深加工的一种有效方法。
它是信息收集和加工处理过程中信息人员证实、扩充和深化信息的常用手段，所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信息工作和调研工作的相加。
第二，信息调研的基本形式是：初级信息调研选题一信息调研一高层次信息（信息调研材料）。
第三，信息调研的特点是“短、平、快”与“专、精、深”相结合。
短，即信息调研要抓短线课题，如政务活动亟待解决的问题；平，即信息调研的内容平实，少议论、
少推理，多实情、多量化分析；快，即信息调研要选题快、调查快、材料出手快，决不能搞旷日持久
的马拉松式调研；专，就是不搞面面俱到，抓住重点、要点和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调研；精，就是精
心调查、研究和写出信息调研材料；深，就是写出的材料有一定深度，有分析和独到见解。
由此可见，信息调研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发深层次信息。
那么，什么是深层次信息呢？
将信息分为“初级信息”和“深层次信息”两个层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首先提出来的，这一区分有
利于信息内容的深化和质量的提高。
这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信息内容和发挥的作用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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