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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务信息管理》是我校档案学专业为适应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以及电子政务的发展应用而开设的一门
课程。
为此，武汉大学将《政务信息管理》教掐编写列入了“十一五”规划教材项目。
从立项到编写完成出版，历时3年，此间，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采用和引用了许多有关政务
信息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全面、系统和快速地反映该领域的理论进展和实践探索，为电子政务
环境下的政务信息管理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和参考。
本书突破了传统的信息管理论述范围，将专注政务信息业务管理的视角扩展到与政务信息管理相关的
主体（政务信息管理人员以及政务信息管理机构）、客体（政务信息内容）、条件（政务信息管理技
术、制度法规、标准规范等）以及结果（政务信息管理绩效）等方位，全面展示政务信息管理的研究
领域，为培养从事政务信息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本书由颜海负责拟定结构体系、组稿和统稿，并担任第一、二、三、六、七、八、十、十一章的编写
。
第四、五、九章由赵光强编写，其中第五章经赵冲修改补充。
本书的出版，不仅得到了武汉大学教务部以及吴平部长的大力支持，同时还得到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王新才副院长、人事部夏义堃副部长、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朱玉媛教授、周耀林教授、肖秋惠副
教授等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另外还得到了我的博士导师胡昌平教授悉心关照，以及武汉大学出版社詹
蜜编辑的全力相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引用和参考了许多作者大量的理论观点，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出，在此也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
政务信息管理是信息管理和行政管理相交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尽管编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
时间、水平所限，书中的疏漏之处一定不少。
恳请读者及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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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政务信息管理系统构成要素，系统论述了组成政务信息管理系统的主体、客体、内容、条件
及结果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立足于综合管理，从业务、技术、政策与法律、经济、人文等多维度阐
述了政务信息管理的思想与手段。
为便于自学本书各章均附有阅读材料、本章小结和思考题；同时为扩大读者知识视野，各章均选择了
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参考资料。
本书内容丰富新颖，编排独特有序，充分反映和揭示了政务信息管理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不仅适用于信息管理类专业学生，同时也适用于行政管理类专业学生，而且对广大机关、事业单
位管理干部的工作和学习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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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政务信息概述  1.1  政务信息的含义与特征  1.2　政务信息的种类与功能  1.3　政务信息化  本章小结 
思考题  阅读资料2　政务信息管理概述  2.1  政务信息管理的概念与特点  2.2  政务信息管理的内容与原
则  2.3　政务信息管理过程  2.4　政务信息管理研究视角  本章小结  思考题  阅读资料3　政务信息管理
基础  3.1  政务信息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3.2　政务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  3.3　政务信息管理的理论基础  
本章小结  思考题  阅读材料4  政务信息业务环节　4.1　政务信息采集　4.2　政务信息加工　4.3　政务
信息存储　4.4　政务信息传播　4.5　政务信息利用　4.6　政务信息反馈　本章小结　思考题　阅读
资料5　政务信息技术要素  5.1  政务管理信息系统  5.2　政务信息网络基础  5.3　政务信息系统安全  本
章小结  思考题  阅读资料6　政务信息内容管理  6.1　政务信息公开  6.2　政务信息获取  6.3　政务信息
共享  本章小结  思考题  阅读资料7　政务信息服务  7.1　政务信息服务概述  7.2　政务信息服务的类型
和方式  7.3　政务信息服务体系  7.4　政务信息服务的现状与发展  本章小结  思考题  阅读资料8　政务
信息用户9　政务信息管理人员10　政务信息管理实施11　政务信息管理流程再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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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政务信息概述政务信息是信息家族中的重要成员。
政务信息这一名词是我国行政系统工作者于1986年首先提出的。
据报道，在我国，明确地提出政府信息系统，开展“政务信息管理”工作，是从1985年开始的。
当年，国务院办公厅建立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传报信息制度，形成了全国性的政府信
息系统，并于1986年建立起全国性的政务信息网络。
从这以后，全国大部分省、市政府系统的信息管理工作都统称为“政务信息工作”。
1.1 政务信息的含义与特征1.1.1 政务信息的含义关于政务信息的含义，常见的界定有：政务信息是政
务活动的情况和消息。
政务活动中产生的信息就是政务信息。
政务信息就是反映行政管理活动的文稿，是领导所不了解的、有价值的、客观情况的反映。
政务信息是反映国家机关行政事务、政治事务活动和管理工作的信息。
政务信息是指作为代表国家的政府为实施阶级统治所需要了解的情况和信息，其内容应包括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
该定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其一政务信息是政府工作情况的反映；其二是政务信息为领导决策和指挥
工作服务。
随着政务信息管理工作的开展，该定义所涵盖的要点似乎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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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务信息管理》突破了传统的信息管理论述范围，将专注政务信息业务管理的视角扩展到与政务信
息管理相关的主体（政务信息管理人员以及政务信息管理机构）、客体（政务信息内容）、条件（政
务信息管理技术、制度法规、标准规范等）以及结果（政务信息管理绩效）等方位，全面展示政务信
息管理的研究领域，为培养从事政务信息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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