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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资源的分类方法有许多种。目前信息资源类型研究中存在着定义与类型脱节、分类标

准与方法间歧义大、同级划分中标准不同, 以及不够体系化和未能涵盖网络信息资源等问题。信息

资源应当分为体载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四种类型。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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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事物进行分类, 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

方法。人们要开发利用信息资源, 就必须首先了解信

息资源的类型。信息资源类型划分得是否得当, 直接

关系到整个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质量。信息资源的

生产、采集、加工、整理、传递、开发、利用等项工作,

都离不开对信息资源类型的正确认识与区分。从这

个意义上说, 信息资源类型划分的恰当程度也可以

看作是信息资源管理科学程度的一个标志。

1　信息资源类型研究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鉴于信息资源类型问题的重要性, 人们从多种

角度对信息资源进行了类型化研究, 不同的分类方

案由此提出。

1997 年, 符福　先生在其主编的《信息资源学》

一书中从广义和狭义的信息资源出发, 对信息资源

作了比较详细的分类[1 ]。他认为广义的信息资源按

其组成与内在关系可分为元信息资源、本信息资源、

表信息资源; 按其有形与无形可分为有形信息资源

与无形信息资源; 按其地域 (所处空间范围) 可分为

国际 (世界)信息资源、国家信息资源、地区 (部门) 信

息资源、单位信息资源。狭义的信息资源按其加工程

度可分为一次信息资源、二次信息资源、三次信息资

源; 从其管理和开发的角度, 可分为记录型信息资

源、实物型信息资源、智力型信息资源与零次信息资

源; 按人的感官对信息的接收方式或信息对人感官

的作用, 可将信息资源分为视觉信息资源、听觉信息

资源、视听信息资源与触觉信息资源; 按信息传递的

范围可分为公开信息资源、半公开信息资源、非公开

信息资源; 按信息产生的领域可分为人类社会产生

的信息资源和大自然产生的信息资源; 按信息资源

的介质可分为口头的、书面的、视听的、缩微的和机

读的信息资源; 按信息的社会属性可分为政治信息

资源、军事信息资源、科技信息资源、经济信息资源、

社会信息资源、生产信息资源等; 按信息时态可分为

历史信息资源、现状信息资源、预测信息资源; 按信

息的性质可分为逻辑思维信息资源和形象情感信息

资源, 或分为情绪信息资源、知识信息资源、控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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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 按信息的有序程度可分为有序信息资源 (机

读信息)、准有序信息资源 (经过分类、标引的非机读

信息)和无序信息资源; 按信息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中的地位、作用可分为能源与材料信息资源、技术信

息资源和管理信息资源。

1998 年, 娄策群、桂学文在其主编的《信息经济

学通论》一书中, 对狭义的信息资源进行了分类[2 ]。

该书写道, 从信息资源所描述的对象来看, 信息资源

由自然信息资源、机器信息资源和社会信息资源组

成; 从信息资源的载体和存贮方式来看, 信息资源由

天然型信息资源、智力型信息资源、实物型信息资源

和文献型信息资源等构成; 从信息资源的内容来看,

信息资源由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管理、科技等信

息资源组成; 从信息资源的反映面来看, 信息资源由

宏观信息资源、微观信息资源组成; 从信息资源的作

用层次来看, 信息资源由战略信息资源、战术信息资

源组成; 从信息资源的开发程度来看, 信息资源由未

开发的信息资源 (信息原料) 和已开发的信息资源

(信息产品)组成。

孟广均等先生在其出版的《信息资源管理》专著

中, 以开发程度为依据, 将信息资源划分为潜在的信

息资源与现实的信息资源两大类型。其中现实的信

息资源又按表述方式分为口语信息资源、体语信息

资源、文献信息资源和实物信息资源 [3 ]。

上述专家学者提出的 20 多种划分标准与划分

方法 (方案) , 给我们认识信息资源提供了多种入口。

当然, 信息资源的划分标准与方法, 可能还不止这

些, 从其他角度还可以进行划分。不仅如此, 这些标

准还可以交叉复合, 从而划分出更多的、新的信息资

源类型。如将信息资源的产生领域标准与信息资源

的开发程度标准交叉复合, 就可将信息资源进一步

区分为未开发的自然信息资源、已开发的自然信息

资源、未开发的社会信息资源、已开发的社会信息资

源等。新的划分方法的提出, 必将促进信息资源类型

化研究的深入。

2　当前信息资源类型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

2. 1　信息资源定义与信息资源类型相脱节
目前在信息资源的定义与类型问题上存在着三

种情况: ①狭定的定义——狭义的分类; ②广狭定义

——广狭分类; ③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分类。其中

以第三种情况居多。许多论著在信息资源的概念上

持广义之说, 而在信息资源的类型上只作狭义的分

类, 使得信息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不符, 在理论体系上

留下漏洞[4 ]。

2. 2　分类标准与分类方法歧义较大
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同一标准却分出不同的类

型。如同是从信息资源开发的角度划分, 娄策群、桂

学文分为未开发的信息资源和已开发的信息资源两

种; 孟广均等却分为潜在的信息资源与现实的信息

资源两种; 而符福　等却分为记录型信息资源、实物

型信息资源、智力型信息资源、零次型信息资源 4

种。②不同的标准却分出几乎相同的类型。如符福　

先生按信息的社会属性将信息资源分为政治的、军

事的、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管理的类型, 而娄策

群、桂学文等从信息资源的内容角度也划分出上述

类型。

2. 3　同一级次划分使用几种标准
文献信息分类的同一律告诉我们: 在同一个区

分等级上, 类目划分时必须采用同一个标准, 否则,

就会造成同位类目外延的交叉现象 [5 ]。这一规律同

样适合于信息资源的类型划分。而有些划分方法却

正好违背了这一规律。如从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开发

角度对信息资源的四分法, 是目前最为流行的划分

方案。然而, 其划分标准实际上有四个: 记录型信息

资源是从记录方式上来说的, 实物型信息资源是从

其载体上来说的, 智力型信息资源是从其内容属性

上来说的, 零次信息资源则是从加工程度上来说的。

将四者统一在“管理与开发”这一标准之下, 既不确

切, 又违背了分类的同一律。

2. 4　体系化不够
除孟广均等先生的分类方案外, 其他划分方法

都是每次只选择了一个分类标准, 从某一侧面来分

析信息资源的。这样的分类虽能给人们提供多种研

究入口, 能让人们多侧面地认识信息资源, 却无法使

人们形成完整系统的认识。

2. 5　未能涵盖日益重要的网络信息资源
人类已步入网络时代, 网络信息、网络文化与人

类的生存发展越来越密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网

络信息资源犹如汹涌澎湃的洪流正从各种不同的光

盘网、局域网、国际互联网向我们涌来。网络信息资

源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信息资源的新类型早已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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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存在。然而, 在我们的信息资源类型体系中却未予

涵盖,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

3　信息资源类型体系的构建

从上面所列的一些问题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划

分信息资源类型的几个原则, 如类型与定义相一致

原则、分级划分原则、体系化原则、从实用出发的原

则、动态调整原则等。这些原则应是我们划分信息资

源类型的指南。

笔者在《“信息资源”概念研究》一文中, 将信息

资源定义为:“人类选取、组织、序化的有用信息的集

合。”依据这一定义, 笔者分别讨论了信息资源的属

性[6 ]、构成[7 ]。本文将依据这一定义, 来构建信息资

源的类型体系。

构建信息资源类型体系, 其关键在于一级划分

标志的选择。我们研究信息资源的目的在于充分地

开发利用它, 依据实用性原则, 信息资源类型的划分

也应紧紧围绕这一目的。对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来

说, 要开发利用之, 首先要勘明其存储情况, 如储藏

位置、储量、有无开采价值等。信息资源亦是如此, 要

开发利用之, 也必须首先弄清其存在状态。这样, 信

息资源存在状态就是我们划分信息资源类型的一级

标志。

根据上述考虑, 参考孟广均等专家学者的研究

成果, 我们将信息资源类型作如下划分:

首先, 按信息资源的存在状态将之分为潜在的

信息资源和现实的信息资源两大类。潜在的信息资

源是指个人在学习、认知和实践过程中储存在大脑

中的信息资源, 其特点是只能供个人所用; 现实信息

资源是人类获取并表述出来的, 能够为公共所利用

的信息资源。显然, 现实信息资源是我们当前研究、

开发、利用的重点。

现实的信息资源依据其载体可将之分为体载信

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

源四种类型。

3. 1　体载信息资源
指以人体为载体并能为他人识别的信息资源。

按其表述方式又可分为口语信息资源和体语信息资

源。口语信息资源是人类以口头语言表述出来但被

记录下来的信息资源。如谈话、授课、讲演、讨论、唱

歌等。体语信息资源是以人的体态表述出来的信息

资源。如表情、手势、姿态、舞蹈等。

3. 2　文献信息资源
是以文献为载体的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依

据其记录方式和载体材料又可分为刻写型、印刷型、

缩微型、机读型、声像型等五大类。这五类又可进一

步细分, 如刻写型文献信息资源可分为手稿、日记、

信件、原始档案、碑刻等; 印刷型文献信息资源可分

为图书、报刊、特种文献资料、档案、图片、舆图、乐谱

等; 缩微型文献信息资源可分为缩微胶片、缩微胶

卷、缩微卡片等; 机读型文献信息资源可分为磁带、

磁盘、光盘等; 视听型文献信息资源可分为唱片、录

音带、录像带、电影胶卷、胶片、幻灯片等。

3. 3　实物信息资源
是指以实物为载体的信息资源。依据实物的人

工与天然特性又可将实物信息资源分为以自然物质

为载体的天然实物信息资源和以人工实物为载体的

人工实物信息资源 (如产品、样品、样机、模型、雕塑

等)。

3. 4　网络信息资源
“即是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相

互融合而形成的网络上可查找到的资源”[8 ]。按人类

信息交流的方式, 网络信息资源可分为: ①非正式

出版信息。指流动性、随意性较强的, 信息量大、信息

质量难以保证和控制的动态性信息。如电子邮件、专

题讨论小组和论坛、电子会议、电子布告板新闻等工

具上的信息。② 半正式出版信息。又称“灰色”信息。

指受到一定产权保护但没有纳入正式出版信息系统

中的信息。如各种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企业和商业

部门、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介绍宣

传自己或其产品的描述性信息。③正式出版信息。指

受到一定的产权保护, 信息质量可靠, 利用率较高的

知识性、分析性信息, 用户一般可通过万维网查询

到。如各种网络数据库、联机杂志和电子杂志、电子

图书、电子报纸等[9, 10 ]。

信息资源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信息资源的

类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应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 新的信息资源类型将不断涌现。信息

资源类型体系应及时吸纳、涵盖这些新兴类型。另

外, 随着信息资源内涵与外延的深化、拓展, 信息资

源的分类标准与分类方法也可能发生变化, 信息资

源类型体系亦应及时地予以调整, 以保持信息资源

类型与其定义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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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伟

论 图 书 馆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摘　要　由于管理者过时的管理观念、人事管理制度的弊端和图书馆人才价值与其贡献的背离, 造

成了图书馆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 人事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内容要创新, 并建立合理的用人机

制, 完善吸引和造就人才的保障系统。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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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ou t2dated m anagem ent idea of m anagers and o ld personnel system have caused

the w aste of hum an resource in lib raries. T herefo re, w e shou ld update our gu idelines fo r personnel

m anagem ent and fo rm a reasonab le personnel m echan ism. 7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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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 BER　G251. 6

1　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尝试

及其不足

　　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 长期以来, 人们似

乎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 一提起管理, 便是对文

献资源的管理; 一提起开发, 便是对文献资源的开

发。其实, 图书馆的管理活动, 不仅仅是对图书馆的

物质资源, 包括文献资源和设备、馆舍的管理, 而且

也包含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管理。资源开发, 也不仅

仅是对文献资源的开发, 而且也包括对人力资源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资源开发。

1. 1　图书馆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尝试

人力资源开发的本质, 是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积

极性, 使其潜在能量得以尽可能地释放, 并且使这种

积极性和能量为他所服务的机构、为他的工作目标发

挥效益。应当说, 最近 20 年来, 图书馆界的理论工作

者和领导者为此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岗位责任

制的推行, 这是农村责任承包制影响下的产物。后来

又是目标管理的采用。在实际工作中, 这两者是很难

有一个明晰的划分的。图书馆大多实行的是岗位责任

制和目标管理制的结合。岗位责任制偏重于对每个员

工职责任务的落实; 目标管理的对象侧重于图书馆的

各个部门的工作任务和目标, 而尤其侧重于部门的负

责人。它们都是侧重于对“事”不是对“人”。目标管理,

应当说是比岗位责任制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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