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122094285

10位ISBN编号：7122094286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牟援朝，刘璇，周伟　等编著

页数：1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前言

　　在国内已经出版的信息资源管理课程教材中，内容和风格差别很大，或偏重于理论，或偏重于技
术方法，或偏重于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或偏重于政府或公益性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或偏重于信息资
源开发利用。
这些理解上的差异严重影响了课程本身的建设，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惑，因此我们结合多年教学经
验，并在参考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本书分为三篇，上篇为基础概念与理论，介绍了信息资源管理基本概念、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基础
、信息资源管理延伸与发展的学科领域、信息社会与社会信息化。
中篇为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技术，介绍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信息分析与信息服务、信息资源系统
管理。
下篇为经济信息管理与环境，介绍了信息资源配置、信息资源的人文环境、信息资源经济管理。
书中带*号的章节可以作为选讲内容。
　　本书由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几位教师共同编写，由牟援朝编写大纲，王延清、刘璇对大纲提出
了建设性的修改建议。
本书大纲经过多次修改，它是全体编写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
各章的编写分工如下：牟援朝编写第1章、第3章和第7章；王延清编写第2章；刘璇编写第5章、第6章
；周伟编写第4章、第9章；马海英编写第8章；李英编写第10章。
牟援朝对全书进行了审核、修改和定稿。
刘璇、周伟完成了全书的审校工作。
此外，几年来许多位研究生帮助收集和整理资料，并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同时本校商学院的2006级
、2007级部分本科生参加了本书的试读，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此，对所有参加本书编写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教材的一种探索，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出现一些遗
漏，望读者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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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三篇，上篇为基础概念与理论，介绍了信息资源管理基本概念、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基础、信
息资源管理延伸与发展的学科领域、信息社会与社会信息化。
中篇为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技术，介绍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信息分析与信息服务、信息资源系统
管理。
下篇为经济信息管理与环境，介绍了信息资源配置、信息资源的人文环境、信息资源经济管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或参考书，亦可作为信
息资源管理学者和广大信息资源用户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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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管理活动的历史已相当长久，与此相比其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时间却不长，但随着信息技术的
迅猛发展和信息管理实践的需求，现代信息管理理论研究也日益丰富和完善。
要把握好信息资源管理的脉络，首先必须了解信息、信息资源的概念。
　　1.1信息与信息资源　　从远古时期的结绳记事，到今天目不暇接的网络世界，从日常生活，到组
织的战略决策都发生在这个领域，这就是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和探讨的领域。
　　1.1.1信息的定义　　信息是目前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可以说当今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信
息，信息与能源、物质一起构成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要素。
然而，我们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十分清楚，学术界关于信息的定义仍未达成一致。
　　现代的科学研究者在其各自的研究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息的概念进行了讨论。
信息作为科学的概念，首先是在通信科学中得以专门研究的。
1928年，哈特雷（S.V.L.Hartley）在《贝尔系统技术》上发表了题为《信息传输》的论文，在这篇论文
中，他将“信息”解释为“选择通信符号的方式”，并以“选择的自由度”来计量信息的多少。
发信者所发出的信息，就是发信者从通信符号表中选择符号的具体方式。
当我们以二进制作为符号方式时，则有∑21个符号串可供选择。
　　1948年，香农（C.E.Shannon）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发表了标志着信息论诞生的著名论文《
通信的数学理论》。
他从通信工程的角度去研究信息传递与度量问题，在定量测度信息时，把信息定义为随机不确定性的
减少，即信息是用来减少和消除随机通信中不确定性的东西。
　　控制论的奠基人维纳（N.wiener），1948年发表了《控制论》一书，将信息概念引入控制论，将
信息概念与人的认识、动物的感知活动联系起来。
他指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把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
交换的内容的名称”。
在这里，维纳把人与外界环境交换信息的过程看成是一种动态过程，从信息自身具有的内容和价值上
给信息下定义。
　　据不完全统计，信息的定义有100多种，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领域、学科、层次来定义。
1996年，我国学者钟信义在《信息科学原理》中指出：“由于信息概念的复杂性，在定义信息的时候
必须十分注意定义的条件。
为了得到清晰的认识，应当根据不同的条件区分不同的层次来给出信息的定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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