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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名称可以拓宽学科知识的应用范围，更加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社会发展趋势，不断

深化信息管理的内涵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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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管理：拓展学科发展新空间

2022年9月14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

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将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这项改名措施将

对本学科领域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信息资源管理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信息化进

程的需要而形成，主要是解决广义信息化过程中信息

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成熟和发展，美国在政府、产业、图

书情报领域快速推进信息化[1]，分别形成了政府信息管

理、企业信息管理和学术信息管理研究领域，推进了信

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提高了信息交流效率。特别是在

政府和企业信息化领域，充分认识到信息是一种资源，

可以提高政府机构和企业的竞争力，具有明显的经济

学含义。因此，信息资源管理具有较强的管理学学术属

性，具有明显的管理学（如经济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土地资源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学科特征。

信息资源管理的名称具有更加明显的科学属性，它

明确了其是管理学门类的重要学科之一。图书馆学、情

报学、档案学等，都是伴随各个行业领域的实践工作而

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行业属性。学科发展是要解决

本行业中面临的学术问题和技术问题，拓展本行业的

发展空间，提高本行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在当今的

数字化发展浪潮中，技术、经济、社会成为推动发展的

“三驾马车”，数字形式的资源（数据）成为发展的基本

要素之一，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成为驱动经济

发展的“燃料”。因此，一级学科改名无疑为“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的学科发展拓展了新空间，也将本行业发

展纳入了社会构建的主渠道，让社会广泛承认本行业的

发展价值。2004年，美国科学研究理事会（Council of 
Scientific Society）要求美国科技信息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回
答在过去的100年来该学科做出的重要贡献。时任美国

科技信息学会主席的Hahn[2]撰文回答这个问题，梳理

了100年来科技情报学的五大历史贡献：发展文献计量

学，测量信息爆炸；开发索引技术，抑制信息爆炸；开发

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研究用户信息行为；开创信息政

策研究。当然，美国的科技情报学研究范式是信息科学

技术（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就是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解决信息交流和传

播问题。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和应用范畴将突破已

有行业的限制，走向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生产的各个

环节，成为管理学的重要领域。

一级学科改名为信息资源管理，要求我们突破原有

行业领域的思维限制，重新定位学科发展方向，并尝试

改变研究模式，开展更广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信息技

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技术、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技术等飞速发展，在将现实空间数字化的同

时，创造了数字虚拟空间，并将现实空间中的实体与数

字虚拟空间中的实体建立对应和关联，创建形成元宇

笔谈



2022年第11期（总第222期） 5

宙。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的学科名称具有狭窄

的行业名称局限，直接限制了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的应用范围，限制了本学科知识价值的充分发挥。前辈

学者充分认识到行业细分的局限，从多途径提出了学术

解决方案。图书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文骏[3]在20世
纪80年代提出了“文献交流学”，将图书馆学、情报学、

档案学，甚至包括编辑出版学等作为文献学的分支，

尝试建立统一的学科结构与内涵，以“学术交流”为基

础，建立一体化的学科认知，同时形成与出版学、传播

学、编辑学等的本源关系。中国科技情报学前辈、知名

科学家钱学森[4]，1983年在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特

别强调要将科技情报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来研究，还十

分强调应该建立资料学，认为书刊、图书、资料、档案

都是情报收集的组成部分，是一体化的情报资料内容；

他认为科技情报学应该包括资料采集、存储检索、情报

分析等。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 r  St a nd a rd i za t ion，ISO）在2021年审议通过了

ISO 56006（2021—11）标准，提出了战略情报管理的

工具和方法，将“数据—信息—知识—情报”（Data-
Information-Knowledge-Intelligence，DIKI）作为创

新管理中战略情报系统的基本概念模型[5]。DIKI模型

系统阐明了“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转换关系，

统一区分了相关概念，避免了多学科对同一概念的差异

化解读，为信息系统开发提供了基本遵循，符合数字化

背景下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

数字化已经嵌入生产、消费、生活、国际竞争、军

事斗争等各个领域与环节，成为基本要素。信息资源是

企业完成商品生命周期、政府完成管理流程的必要基

础，也是必然的过程。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涵盖数据管

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和情报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不

仅贯穿政府管理的全过程，也贯穿企业生产的全流程

（特别是智能化生产的全流程），是数字化社会管理过

程的基本形态。因此，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可以

广泛应用于政务信息管理、社会管理、生产管理、生产

流程、学术交流等，并且以“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

多元形态参与管理与决策的全流程。未来，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必然突破原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狭窄

学科领域限制，在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体现新的学科应用价值。同时，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将充

分借鉴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

认知科学等理论与方法，创造新的学术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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