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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市电子政务已初步完成了政务网络系统、政府网站和政务核心业务信息系统建设，现已进入了以
业务协同和信息资源共享为核心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电子政务发展到新阶段，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例如，存在信
息孤岛现象，部门间信息共享困难，信息重复采集现象较为突出等。
这些问题已经阻碍了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索各自的政务信息资源建设之路，如美国政府的《联邦信
息资源管理》文件和在联邦组织架构下的信息资源建设，加拿大政府的《政府信息管理框架》，欧盟
的《欧洲电子政府服务互操作框架》等。
纵观国际电子政务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非常重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这种重视不但体现在数据层
面和应用系统层面，而且体现在管理层面和战略规划层面。
在国家《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等文件精神的指
引下，北京市以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在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相关法规、政策
、标准、关键技术及实施方法等方面开展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经过多年努力，北京市初步建设完成了政务信息资源基础数据库、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政务
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系）基础设施，在重点领域政务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方面实现了突破，正
在构建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与工作机制。
特别是在北京市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政务信
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的理论、方法和工具。
具体如下：一是基于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开展政务信息资源的全流程管理，重点是针对政务信息资源的
采集、公开、共享，研究相关的政策法规，以便解决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体制机制等
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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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总结分析北京政务部门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围绕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中遇到的理论
和实践方面问题，系统阐述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和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相关理论，重点介绍了政
务信息资源管理、目录体系建设和应用，以及编目软件工具的开发和使用，全面反映了政务信息资源
管理和目录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成果。
　　本书可作为从事信息资源管理和电子政务工作人员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及市
日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

书籍目录

丛书序序前言上篇 理论研究　第1章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概述　　1.1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相关概念　　1.2
国内外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简析　　1.3 国内外政务信息资源标准体系建设简析　　1.4 政
务信息资源管理体系框架研究　　1.5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政策措施研究　第2章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
系概述　　2.1 基本概念　　2.2 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简析　　2.3 我国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研
究　　2.4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作用　第3章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总体框架　　3.1 政务信息资源
目录体系概念模型　　3.2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管理结构　　3.3 目录体系技术结构　　3.4 目录体系
基本业务功能　第4章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关键要素　　4.1 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　　4.2 政务信息
资源分类　　4.3 政务信息资源唯一标识符编码下篇 组织实施　第5章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实施
　　5.1 概述　　5.2 目录体系建设工作的总体安排　　5.3 目录内容建设　　5.4 目录管理系统建设　
　5.5 目录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流程　第6章 政务基础信息资源的梳理与目录编制　　6.1 概述　　6.2 
工作目标、思路、要求　　6.3 工作步骤　　6.4 目录的组成　　6.5 目录的编制及举例　第7章 部门政
务信息资源的梳理与目录编制　　7.1 概述　　7.2 工作目标、思路及要求　　7.3 工作步骤　　7.4 目
录的组成　　7.5 业务和信息资源的调查与梳理　　7.6 目录的生成　　7.7 使用软件工具编制目录　
　7.8 举例　第8章 政务主题应用信息资源的梳理与目录编制　　8.1 概述　　8.2 工作目标、思路及要
求　　8.3 目录的组成　　8.4 工作步骤　　8.5 业务和信息资源的梳理　　8.6 目录的生成　　8.7 举例
　第9章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应用及案例　　9.1 概述　　9.2 政务基础信息资源共享目录的应用　　9.3 
部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应用　　9.4 政务主题信息资源共享目录的应用　第10章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
框架　　10.1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分析　　10.2 国外信息资源整合理论简介　　10.3 FEA应用方
法及案例分析　　10.4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思路　　10.5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的设计原则　　10.6 政务信
息资源整合的技术路线　　10.7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的建设任务　　10.8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的路径选择
　　10.9 基于政务主题目录的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分析　　10.10 结语　第11章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管理
与评估　　11.1 目录管理体制　　11.2 目录管理责任分工　　11.3 目录管理工作环节　　11.4 目录的统
筹管理　　11.5 目录工作的评估　第12章 政务信息资源梳理与编目工具概述　　12.1 引言　　12.2 国
内外政务信息资源梳理与编目工具现状　　12.3 政务信息资源梳理与编目工具简介　　12.4 政务信息
资源梳理与编目工具的特点和作用　　12.5 编目系统规划　　12.6 工具涉及的目录　第13章 部门目录
版政务信息资源编目工具介绍　　13.1 概述　　13.2 工具的操作步骤　　13.3 与其他工具的接口　
　13.4 部门目录版编目工具产生的主要成果　第14章 主题应用版政务信息资源编目工具介绍　　
　14.1 概述　　14.2 工具的操作步骤　　14.3 与其他工具的接口　　14.4 主题目录版编目工具产生的成
果　第15章 区（县）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及编目工具介绍　　15.1 概述　　15.2 区（县）编目类型
和特点　　15.3 区（县）版政务信息资源编目工具　第16章 政务业务建模系统　　16.1 政务业务建模
系统（GBMS）简介　　16.2 利用GBMS进行政务业务建模　　16.3 利用GBMS进行业务和信息资源的
梳理　　16.4 GBMS与编目工具的结合使用　　16.5 利用GBMS建立并仿真的过程模型案例结语附录　
附录1 本书涉及的政府文件　附录2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协议及共享承诺书范本　附录3 信息资源目录编
制实施参考方案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

章节摘录

插图：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是指与信息内容相关的决策、计划、预算、组织、指导、培训和控制活动。
其中，决策是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起点，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管理者最基本的职责；计划是决策的
具体化，它为现状和未来目标之间搭建桥梁；预算是实现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决策和计划的重要手段，
它为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资金保证；组织是保证计划实施所必需的工作步骤，它能形成一种
结构，让参与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人们成为一个协调的系统，一起为实现最终目标而工作；指导是指
挥和引导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活动的过程；培训是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对参与者进行教育、训练
，使其掌握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以及开发利用的技术和方法；控制是对整个管理活动的评估和调节。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对象包括信息内容、技术与设施、人员、资金。
管理机制根据不同工作类型主要有行政机制、公益机制和市场机制。
政策法规、标准及技术（包括架构技术、整合技术和内容管理技术），工作机制及服务等是信息资源
管理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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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和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目前仅仅是进行了初步探索
和实践，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实践上继续积极探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专家、同事的指导和帮助。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杨学山副部长十分重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多次听取北京市的汇报并给出详
细的指示，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北京大学的赖茂生教授、武汉大学的刘家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国俊教授、安小米教授、国家信息
中心的陈玉龙研究员等专家给出了真诚的意见和建议，使本书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升华。
北京市目录建设各试点单位结合自身的业务需求，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的实
践成果，总结出许多非常有特色高水平的宝贵经验，为本书的编写积累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特别是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市政市容管理
委员会、市交通委员会、市水务局、市文化局、市环境保护局、市园林绿化局、市农业局、北京市房
山区政府等单位向本书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典型案例。
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单位长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三略管理科学研究院、北京赛柏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等，长期以来协助我们开展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理论研究和实
践探索，在工作中给予我们极大支持与帮助，为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工作作出了贡献。
各单位的相关专家积极参与本书的编写，付出了无数的辛劳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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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附光盘1张)》：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与应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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