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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资 源 管 理”含 义 探 析

摘　要　“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多要素集成的概念。其“方法说”和“对象说”的本质并无区别。信息

资源管理是信息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它是国际、国家和社会组织为达到预定目的, 综合运用各种

手段对信息活动中各要素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和模式。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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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资源管理”( Info rm ation R esources M an2
agem ent2IRM ) 一词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在美国的政府部门出现, 随后迅速扩展到工商企业、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等部门。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已影响和扩展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其理论研究

也不断深化。但是, 我们清醒地看到, 有关“信息资源

管理”的基本认识, 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诸如

信息资源管理的含义、形成背景与领域、相关学科、

研究方法, 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的历史发展等。就其研

究现状来看,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有些困难。但是, 当

我们要学习它、研究它时, 就很有必要以其基本概念

为切入点, 就要首先对其基本概念进行探讨。

自 1979 年美国学者迪博尔德 (J. D iebo ld ) 以

IRM 为题发表论文至今, 已近 20 年,“信息资源管

理”( IRM )这一术语一直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试图从

理论上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与外延加以界定。然

而, 当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 很快就会发现有关“信

息资源管理”含义的表述, 各国学者的认识很不一

致, 可以说,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存在着“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

角、方法、侧重点存在着差异, 导致他们提出了许多

相同与相异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认识“信息资源管

理”这一新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也是我们研究过

程中不可忽视的地方。

对 IRM 的含义作出表述时, 必然要对它的内涵

与外延作出界定; 也将涉及到对其本质特征的总体把

握; 还要对它的实施对象有所确认。可以这样来认识,

“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人类信息管理活动历史发展的

新阶段, 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目前, 就其含义还

很难给予确切的表述, 这是其一; 其二, 信息资源管理

涉及到多项管理活动,“是由多种人类信息活动所整

合而成的特殊形式的管理活动”。它是“一个覆盖面相

当广的集合概念”[2 ]。对它的总体把握, 还有一个认识

深化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要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含义

作出解释时, 有必要弄清几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 有关“信息资源”( Info rm ation R esources)

的概念问题。在探讨“信息资源管理”的含义时, 首先

遇到的就是应明确我们对“信息资源”概念的理解。

目前学术界对信息资源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但总体上讲, 大致有两种角度: 一是狭义的,“认为信

息资源就是指文献资源或数据资源, 抑或各种媒介

和形式的信息集合, 包括文字、声像、印刷品、电子信

息、数据库等。这都是限于信息本身”。二是广义的角

度,“认为信息资源是信息活动中各种要素的总称。

这既包含了信息本身, 也包括了与信息相关的人员、

设备、技术和资金等各种资源”[3 ]。事实上, 这两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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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认识和理解“信息资源”的两个方面。前者能够

帮助我们把握“信息资源”概念的内核与实质。这种

认识的基点, 在于强调“信息资源”之所以被人们所

重视, 是基于它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实质有利于人们

生产活动中不确定性的消除, 有助于人们进行决策,

减少生产活动中其它物资资源、能源资源的消耗, 降

低成本、节省开支、提高效益。它强调的“信息资源”

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经过加工处理有序化了的、大

量积累的、有用信息的集合。与信息活动有关的人

员、设备、技术和资金等则看作是信息活动中必要的

条件而已。而广义的理解, 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信

息资源”的内涵。这种观点是以系统论来考察的, 信

息活动中的各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配置,

组成一个系统, 才能发挥其最佳效用, 显示其价值。

而这种价值的大小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受上述诸要素

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的影响。因此, 单独考虑信息

这一资源要素, 是有失偏颇的。在这里, 我们还需要

强调的是, 信息只有在实施管理后才具备有成为资

源的条件, 可以说,“信息资源是经过人类开发与组

织的信息的集合”[4 ]。这是其一; 其二,“信息资源”不

仅指信息本身, 还应包括信息活动中相关要素。因

此, 这是一个多要素集成的概念。

第二,“信息资源管理”是“信息+ 资源管理”还

是“信息资源+ 管理”的问题。长期以来, 如何切分

“信息资源管理”这一术语已成为界定“信息资源管

理”内涵与外延的基点之一。不同的切分方法, 引发

了学者们对“信息资源管理”概念的不同理解。如霍

顿 (F. W. Ho rton)强调前者, 即认为“信息资源管理”

应体现资源管理的方式来管理一个机构的信息内容

及其支持工具[5 ]; 又如, 伍德 (C. W ood) 认为,“信息

资源管理”是信息管理中几种有效方法的综合。“信

息资源管理”意味着将一般管理、资源控制、计算机

系统管理、图书馆管理以及政策制定和规划方法结

合起来, 并加以运用[6 ]。这些观点突出了“信息资源

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 权且称其为“方法说”; 有的

学者, 如莱维坦 (K. B. L evitan) 则赞同后一种观点,

主张从管理对象来探讨“信息资源管理”, 即认为“信

息资源”是组织机构管理活动的重要要素, 将其视为

管理对象, 这种认识角度, 我们称其为“对象说”。表

面上看,“方法说”和“对象说”确实反映了学者的不

同视角, 同时也导出了“信息资源管理”概念上的歧

义。但是, 当我们深入地分析时, 就会得出另一种结

论。首先,“方法说”在强调“资源管理”方式时, 也承

认这种方法运作的对象包括“信息内容及其支持工

具”, 即广义的信息资源概念。显然, 这与“对象说”所

强调的对信息资源进行管理并无实质区别, 只是突

出其管理手段而已。其次,“对象说”把信息资源视为

管理活动的重要要素, 同样也会涉及到如何管理的

问题, 即方法问题。正如里克思 (B. R. R ick s) 和高

(K. F. Gow ) 所指出的,“信息资源管理是为了有效

地利用 (信息资源) 这一重要的组织资源而实施规

划、组织、用人、指挥、控制的系统方法。”[7 ]可见, 无

论是“方法说”或是“对象说”, 在界定“信息资源管

理”含义时, 都既强调管理方法, 又重视其作用的对

象。因而, 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方法说”和“对象

说”所带来的“信息资源管理”含义上的歧义, 只是一

种表象, 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第三,“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的关系问

题。我们从前面介绍的中外研究者对“信息资源管

理”含义的各种认识中, 可以看出, 当前在学术界对

“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概念的理解, 有着三

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将“信息管理”与“信息

资源管理”视为同义词, 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等同关

系。在英国学术界常以“信息管理”替代“信息资源管

理”, 如英国信息管理学家马丁 (W. J. M artin)。我国

安徽大学信息管理系谢阳群, 在 1994 年、1997 年发

表的两篇论文中, 都涉及到信息管理的概念问题。在

第一篇文章阐述信息管理的含义时, 他明确指出“信

息管理”又称为“信息资源管理”[8 ]。在第二篇文章

里, 作者虽不着意于阐释信息管理的概念, 而是立足

于信息管理学科体系的探讨。在论述该问题时, 他提

出应构建“信息资源类学科体系”并把信息资源管理

学列入信息资源管理类学科的应用学科范畴, 并定

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 简称为‘信息管理学’”[9 ]。

他还指出:“在国外,‘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

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前者仅是后者的一个变体, 但

现在却比后者用得更为普遍”。此外, 霍国庆也提到,

我国近几年出版的有关信息资源管理的专著“都没

有严格区别‘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 有的专

著甚至将信息管理等同于信息资源管理”[10 ]。第二

种观点认为“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是从属关

系, 也就是说,“信息资源管理”是“信息管理”的组成

部分。如王万宗、岳剑波等即持此观点。在讨论“什么

是信息管理”时, 他们明确指出:“在现实使用时, 信

息管理的含义往往宽于信息资源管理。”“一般说信

息处于动态过程之中, 信息管理更多的是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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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资源管理只是它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11 ]

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将“信息资源管理”作为该

书的一章来论述的总体思路。岳剑波在 1998 年发表

的《论信息管理学的进化》一文中, 也提到:“现代意

义上的信息管理, 就是对信息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活

动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12 ]此外, 我国台湾学

者荣泰生编著的《资讯管理》一书中, 也将“信息资源

管理”列为专门章节来构思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信

息资源管理”是“信息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如美国

学者迪博尔德在 1979 年提出信息管理的商业曲线

时, 勾画了信息管理的三个进程, 即自动数据处理

(AD P )、管理信息系统 (M IS) 和信息资源管理

( IRM )。再如, 80 年代中期马尔香 (D. A. M archard)

提出信息管理“四阶段说”, 其中第三阶段即信息资

源管理。我国学者卢泰宏在“信息管理的三时期”一

文中, 也提出信息管理’三时期说”, 认为“IRM 是信

息管理的新阶段”。此外, 李惠珍和陈耀盛联合撰文

探讨了信息管理的发展阶段。他们认为信息管理经

历了信息天然载体管理阶段、文献工作分化管理阶

段、信息技术管理阶段和整体综合的信息资源管理

阶段[13 ]。以上三种观点表明, 学者们虽有各自的认

识基点, 但分歧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焦点在于对“信

息资源管理”内涵的认识。就上述三种观点而言, 我

们倾向于“阶段说”的看法, 即“信息资源管理”是“信

息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 (其论点将另文阐述)。

第四, 有关信息资源管理的实践领域问题。从以

上的综合叙述中, 可以看出,“信息资源管理”既是一

种管理思想, 也是一种管理模式。就其管理对象而

言, 它是指信息活动中的各种要素, 包括信息、人员、

设备、资金等的管理。就其管理职能而言, 是对信息

资源进行组织、控制、加工、协调等。就其目的而言,

是有效地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就其手段而言, 是借

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从而达到有

效的管理目的。因此, 从其适用域及管理手段来讲,

它包含有宏观和微观的信息资源管理两个层次。宏

观的信息资源管理是指国际、国家和政府所开展的

信息资源管理活动, 主要是运用政策法规、管理条例

等来指导、组织、协调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以促进

信息事业的发展。微观的信息资源管理则指由组织

机构, 包括企业、事业部门等所开展的信息资源管理

活动, 主要是以满足组织机构自身的信息需求, 对其

内、外部信息实施有效的管理。

综上所述,“信息资源管理”这一概念应包括以

下几个要素:

(1) 管理的对象: 信息资源。

(2) 实施的领域: 国际、国家和社会组织。

(3) 实施的方法和手段: 综合使用各种管理方

法和技术手段。

(4) 信息资源管理的实质: 它是一种管理思想

和管理模式。

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信息资源管理是国际、

国家和社会组织机构为达到预定的目的, 综合运用各

种手段, 对信息活动中的各要素 (信息、人员、设备、资

金等)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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