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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分为10章，内容包括信息采集及其理论基础、信息源及其特征、信息采取
工具及信息采集策略、信息采集技术、文献信息的采集、言语信息采集、视觉信息与实物信息的采集
、网络信息的采集、采集信息的处理、信息采集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自律。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可供高等院校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师生教学和参考之用。
同时，也可供企业界、情报界、咨询界、教育界的信息分析、竞争情报、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战略
管理和软科学研究从业者学习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

书籍目录

第1章 信息采集及其理论基础
　1.1 信息表述
　1.1.1 信息的概念
　1.1.2 知识与信息
　1.1.3 情报与信息
　1.2 信息采集
　1.2.1 信息采集的内涵
　1.2.2 几个相近的概念
　1.3 信息采集的理论探讨
　1.3.1 信息采集的哲学基础
　1.3.2 信息采集与传播学理论
　1.3.3 信息采集与思维科学理论
　1.3.4 信息采集与心理学理论
　1.3.5 信息采集与系统科学理论
第2章 信息源及其特征
　2.1 信息源概述
　2.1.1 信息源的含义
　2.1.2 信息资源的含义
　2.2 文献信息源
　2.2.1 文献信息源的类别及特征
　2.2.2 文献信息源的信息交流和知识传递作用
　2.2.3 文献资源的数字化
　2.3 网络信息源
　2.3.1 网络的含义
　2.3.2 网络信息资源的分类
　2.4 实物信息源
　2.4.1 实物的文化信息
　2.4.2 实物的科技信息
　2.4.3 实物的商业信息
　2.5 话语信息源
　2.5.1 话语信息源的含义
　2.5.2 口述回忆及其留存形式
　2.5.3 口碑
　2.5.4 口述回忆和口碑信息资源
　2.5.5 其他话语信息源
　2.6 视觉信息源
　2.6.1 视觉信息的摄取和加工
　2.6.2 视觉信息资源
　2.7 服务机构信息源
　2.7.1 政府信息机构
　2.7.2 信息咨询、中介及调查服务机构
　2.7.3 文献信息服务机构
第3章 信息采集工具及信息采集策略
　3.1 文献信息采集工具
　3.1.1 指示线索型检索工具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

　3.1.2 事实和数据类检索工具
　3.1.3 文献信息检索工具的使用
　3.2 计算机信息检索工具
　3.2.1 计算机系统
　3.2.2 专用软件
　3.2.3 网络信息检索工具
　3.3 非文献信息采集工具
　3.3.1 话语信息采集工具
　3.3.2 图像信息采集工具
　3.3.3 手持无线移动设备
　3.4 信息采集策略
　3.4.1 需求评估
　3.4.2 问题分析
　3.4.3 信息采集思路
　3.4.4 信息源的选取
　3.4.5 信息采集中的一些争议问题
　3.4.6 信息采集的原则
第4章 信息采集技术
　4.1 信息查找技术
　4.1.1 搜索引擎
　4.1.2 元搜索引擎
　4.1.3 智能代理
　4.1.4 信息推送技术
　4.2 信息检索技术
　4.2.1 联机检索和光盘检索技术
　4.2.2 文本检索技术
　4.2.3 多媒体检索技术
　4.2.4 其他检索技术
　4.3 信息获取技术
　4.3.1 本体技术
　4.3.2 网格及网格检索
　4.3.3 信息融合
　4.3.4 知识发现
第5章 文献信息的采集
　5.1 书刊信息的检索
　5.1.1 手工检索工具： 书目和目录
　5.1.2 书刊信息的计算机检索
　5.2 论文资料的检索
　5.2.1 索引和文摘的使用
　5.2.2 论文资料的计算机检索
　5.3 几种特种文献的检索
　5.3.1 专利文献检索
　5.3.2 会议文献的检索
　5.3.3 标准文献检索
　5.3.4 科技报告检索
　5.3.5 学位论文检索
　5.3.6 政府出版物的检索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

　5.4 文献采集
　5.4.1 借阅
　5.4.2 原文获取
　5.4.3 订购
　5.4.4 索取
　5.4.5 交流
　5.5 文献信息的析取
　5.5.1 阅读和整理
　5.5.2 文献外在信息吸收的研究
　5.5.3 文献内在信息吸收的研究
第6章 言语信息的采集
　6.1 言语信息采集的理论探索
　6.1.1 系统论的观点
　6.1.2 信息修辞说与语境说
　6.1.3 交际动力说
　6.2 言语信息采集的准备
　6.2.1 言语信息采集的优势和局限
　6.2.2 言语信息采集的策划
　6.2.3 采集方式的选择
　6.2.4 采集对象的选择
　6.2.5 资料的准备
　6.2.6 方案的确定
　6.3 言语信息采集的技巧
　6.3.1 心理分析与调节
　6.3.2 话题导入与掌控
　6.3.3 提问的方法与艺术
　6.3.4 言语的听解
　6.4 言语信息的记录与整理
　6.4.1 笔记
　6.4.2 心记
　6.4.3 声像记
　6.5 言语信息采集失败
　6.5.1 得不到所需信息的原因
　6.5.2 得到假信息的原因
　6.6 敏感问题的言语信息采集
　6.6.1 信息采集方法的改进
　6.6.2 言语信息的隐性采集
第7章 视觉信息与实物信息的采集
　7.1 视觉信息采集概述
　7.1.1 视觉信息采集的特点
　7.1.2 视觉信息采集的一般渠道
　7.2 观察式采集
　7.2.1 观察的类型、特点和作用
　7.2.2 观察前的准备工作
　7.2.3 观察的技巧
　7.2.4 观察方式和记录方式
　7.2.5 观察法的综合案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

　7.3 人际交流中非语言信息的采集
　7.3.1 各类体语传递的信息
　7.3.2 从姿态簇中采集信息
　7.3.3 非语言信息采集的注意点
　7.4 图像、视频信息的采集
　7.4.1 绘制
　7.4.2 摄制
　7.4.3 图像检索
　7.4.4 视频信息检索
　7.4.5 部分视觉信息采集的应用领域
　7.5 实物信息的采集
　7.5.1 实物信息采集的特点
　7.5.2 实物反求工程
第8章 网络信息的采集
　8.1 普通搜索引擎与元搜索引擎
　8.1.1 目录式搜索引擎
　8.1.2 机器人搜索引擎
　8.1.3 元搜索引擎
　8.2 智能搜索引擎
　8.2.1 智能搜索引擎的实现技术
　8.2.2 智能搜索引擎的特点
　8.2.3 国内外智能搜索引擎
　8.3 综合性与专业性门户网站
　8.3.1 综合性门户网站
　8.3.2 地方生活类的门户网站
　8.4 网络搜索软件
　8.4.1 搜索引擎工具条
　8.4.2 集成搜索软件
　8.4.3 专用搜索软件
　8.5 专题型检索工具
　8.5.1 个人信息检索
　8.5.2 地图信息检索
　8.5.3 bbs检索
　8.5.4 博客检索
　8.5.5 微博检索工具
　8.5.6 维基检索
　8.5.7 rss检索
　8.5.8 播客检索
　8.5.9 sns检索
　8.5.10 ftp资源检索
　8.5.11 telnet检索工具
　8.5.12 网络新闻组检索工具
　8.5.13 邮件列表检索工具
第9章 采集信息的处理
　9.1 采集信息的资料管理
　9.1.1 传统的资料整理
　9.1.2 非结构化数据管理技术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

　9.1.3 半结构化数据管理技术
　9.2 采集信息的形式组织
　9.2.1 传统整理方式
　9.2.2 分面组配技术
　9.2.3 本体组织技术
　9.3 采集信息的内容处理
　9.3.1 数据的整理
　9.3.2 数据挖掘技术
　9.3.3 文本挖掘技术
　9.3.4 web挖掘技术
　9.4 音频、视频信息的处理
　9.4.1 音频信息处理
　9.4.2 视频信息处理
第10章 信息采集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自律
　10.1 信息采集的相关法律制度
　10.1.1 信息采集的法律属性
　10.1.2 信息公开制度
　10.1.3 知情权问题
　10.1.4 国家秘密问题
　10.1.5 商业秘密问题
　10.1.6 隐私权保护问题
　10.1.7 名誉权保护问题
　10.1.8 复制权保护问题
　10.1.9 采访权保护问题
　10.2 不正当的信息采集手段
　10.2.1 非法信息采集手段
　10.2.2 有争议的信息采集行为
　10.3 信息采集中的道德自律
　10.3.1 法律约束的局限性
　10.3.2 道德自律问题的提出
　10.3.3 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权衡
　10.3.4 信息采集的道德培养和内省准则
　10.3.5 从道德自律向信息伦理的升华
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

编辑推荐

　　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用。
信息采集除了从有序的信息中进行检索，还要从大量无序的信息源中查找信息，包括实物信息、言语
信息、视觉信息、人际信息等。
信息的载体日益复杂，信息采集方式和手段也多种多样。
因此，《信息源和信息采集》作者们的视线从传统采集工具和方法延伸到以往没有关注的方面——除
文献以外的其他载体，除检索以外的其他方式，除计算机以外的其他工具和手段等，各种方法、技术
和工具都各有特点和长处，对它们加以描述和比较，有助于取长补短，拓展信息获取的思路和途径，
这就是本书的初衷。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商学院、经管学院、信息管理系等相关学科专业的师生教学和参考之用。
同时，也可供企业界、情报界、咨询界、教育界的信息分析、竞争情报、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战略
管理和软科学研究从业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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