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交叉与边界——论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策略马捷，何美慧，冯文，等

2024年第20卷第1期

摘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后，学科发展路径、策略等面临着新一

轮调整。多元化发展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中坚守学科内核、把握学

科本质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基于对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和科研项目的研究人员学科分布情况，以及高校学科

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等的调研结果，梳理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现状与脉络，探究信息资源管理跨

学科交叉融合的边界，总结当前学科交叉态势及问题，进而提出以“固本、守界、拓域”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跨学科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G2；G35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24.01.001
引文格式：马捷，何美慧，冯文，等. 交叉与边界：论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策略[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4，20（1）：1-12. 

马捷  何美慧  冯文  白宇婷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长春 130012）

交叉与边界

——论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策略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研

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一级学科“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更名后的发展方向、路径、策略等成为学科领域的热议

话题。在学科更名之前，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研

究内容与成果已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不局限于图

书馆、档案馆、情报机构等应用场景，与计算机、公共

管理、新闻传播、医学等学科和实践领域产生了交叉，

呈现出较强的跨学科属性。正是学科内部交叉融合、学

科外部吸收渗透加速了该学科的转型升级[1]，为信息资

源管理的跨学科属性奠定了基础。跨学科研究在科学

系统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产生的创新潜力不容小觑。

信息资源管理通过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既能发掘学科

新的上升空间，又能拓展学科多元化发展道路，在专业

领域层面实现创新与扩展[2]。但是，在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坚守学科核心本

质与拓展学科发展外延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思索

与谨慎实践的问题。学科需紧守核心、界定边界，不能

在泛化的交叉中与其他学科混淆，甚至迷失自我。

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合作情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获批项目负责人的学科分布情况、学科专业在高校院

系的分布情况都可以体现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发

展的态势。本文对上述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梳理信息资

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现实脉络，结合对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考，厘清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

发展的交叉与边界，进而提出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

展的策略。

1  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基础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前身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学科。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建设之路充满

坎坷，学科几度面临着被合并、被替代，或是无固定从

属学科、被边缘化的情况[3]，但最终在这条荆棘之路上

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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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一条专属赛道。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的变化[4-5]

（见表1、表2）呈现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脉络。

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本身就

是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早期

只是图书馆学、科技情报与档案学3个独立的专业，分

属于文学、理学与历史学3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发展

过程中逐步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形成经济

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等专业。由于研究对象与研究

表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方面教育部研究生专业目录变化

年  份 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 图书馆学所属学科门类 情报学所属学科门类 档案学所属学科门类

1983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
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
专业目录（试行草案）》

文学 理学（科技情报） 历史学

1990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
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学科门类：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与情报学；

二级学科：图书馆学

学科门类：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与情报学；

二级学科：科技情报
历史学

1997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
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

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图书馆学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

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情报学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

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档案学

2011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
学科目录（2011年）》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图书馆学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情报学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档案学

2022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
目录（2022年）》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

表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方面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变化

年  份 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 学科门类 专  业

1987

《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
科专业目录与专业简介》

图书情报档案学类
（所属：社会科学门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科技档案、社会
科学情报学（试办）、图书发行管理

学（试办）、档案保护（试办）

经济、管理学类 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

《普通高等学校理科本
科基本专业目录》

理科 科技情报专业（试行专业）

199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图书信息档案学类
（所属：历史学门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科技档案、
图书出版发行学、信息学

科技信息与管理类
（所属：理学门类）

科技信息

工商管理类
（所属：经济学门类）

经济信息管理

管理工程类
（所属：工学门类）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类
（所属：农学门类）

林业信息管理

1998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1998年颁布）》

图书档案学类
（所属：管理学门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所属：管理学门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由管理信息
系统、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管理、信息
学、林业信息管理专业整合而成）

目录外专业 信息资源管理

2012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2012年）》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所属：管理学门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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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以获取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

2.2  数据获取与处理

采用网络调查法，以中国知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官方网站、高校院系官网为数据源进行数

据采集，并使用https://app.rawgraphs.io网站进行数据

结果的可视化呈现。

（1）学术期刊论文作者数据。以2022年6月—2023
年6月为时段检索《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档

案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依据论文作者所在高校院系或

工作单位的网站信息，确定论文作者所在单位、所属学

科及与相关作者的跨学科合作情况。其中：《中国图书

馆学报》有73篇论文，共70位作者；《情报学报》有121
篇论文，共114位作者；《档案学研究》有135篇论文，

共125位作者。3种期刊的作者分布于信息资源管理、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经济学、历

史学、公共管理学、新闻传播学、中国史、考古学、中国

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

工、数学、电气工程等学科和专业。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数据。检索并

收集2020—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获批项目474项（2020年124项，2021年178
项，2022年172项），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官方网站、项目负责人所在高校院系或其工作单位官

方网站收集项目负责人的信息，得知项目负责人分布于

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

（3）学科专业的高校院系分布数据。以开设信息

资源管理学科或部分专业的94所高校的官方网站为

主要数据源，以高校院系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图情领域

权威微信公众号为辅助数据源检索和收集数据。按照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管理学”

门类“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以及2022版《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下

的“档案学”“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兼顾

由于专业整合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实际

情况，在各高校院系官网进行检索，查询到我国开设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及专业的高校共有94所，其中：独立开

设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的高校共13所；未独立开

设学院，依托其他学院建设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专业的高

校共81所。

内容存在共性，相关专业逐步融合成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学科，以及后来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同学科

的交叉融合也体现在微观层面知识、方法与技术的融

合上，反映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综合性与学科交叉

属性。

从涉及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交叉学科设置情况[6]

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形成越来

越多的交叉学科。医学信息学、服务科学与管理、数据

科学、数字经济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数字传媒等交叉

学科正是由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生物医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公共管理、经

济学、新闻传播学、软件工程等其他一级学科交叉形成

的。来自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对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其跨学科发展奠定了

基础。

从学科职能来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作为一门社会

科学，应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展开服务[7]，解决相应

的社会问题，而跨学科发展正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

对复杂社会需求、发挥学科职能的必然要求。信息资源

管理学科应以信息资源为核心，以管理科学为基础，实

行有益于学科发展的政策、法律和经济等措施，运用数

字技术，进而实现学科应用[7]，通过跨学科发展更好地

发挥学科职能。

回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历程，每一小步的改变

都推动了学科交叉的一大步。正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使得该学科在当今大数据科技时代保留了一隅之地，实

现了实质性的提升。

2  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脉络

2.1  研究设计

学科研究成果的产生离不开学科的研究人员，学

科的发展落实于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因

此，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包含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

案学3个专业的代表性中文学术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学报》《档案学研究》2022—2023年发表论文的

作者、2020—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获批项目负责人，以及开展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各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的高校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通过论文作者所属学科分布情况、基金项目负

责人所属学科分布情况以及学科专业在高校院系分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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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分析：跨学科发展脉络

2.3.1  从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分布看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的跨学科发展

统计结果显示，3种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中有22%
来自非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中国图书馆学报》中非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第一作者占11%；《情报学报》中非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第一作者占24%；《档案学研究》

中非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第一作者占27%。这表明了

其他学科研究者进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研究的情

况，也意味着其他学科领域向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不断

扩展，以及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对其他学科具有影响和渗

透作用。

为了解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的学科情况，采

用气泡图对论文第一作者所在的学科领域进行可视

化呈现（见图1）。气泡图显示：来自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的作者占比最大；其次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

科学与工程、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再次

之；还有少量作者来自新闻传播学、中国史，乃至外

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考古学、数学、材料与化

工、电气工程等学科。由此可见，信息资源管理与多个

学科交叉，其中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

程以及法学学科在研究工具与技术方法、研究领域

方面进行了深度交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服务领域更加多元化，也体

现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对多角度创新与发展的认可与

包容。

图1  3种期刊论文第一作者具体学科分布

另外，基于论文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深入揭

示学科之间的科研合作。因此，采用交互式可视化工具

Reaction Flow绘制出《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

《档案学研究》3种期刊中不同学科作者的合作情况（见

图2）。图2中：黑色圆点表示作者的学科归属，黑色圆点

越大，表明归属于该学科的作者数量越多；连线表示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合作情况，连线

越粗，表示两学科合作频次越多；闭合的环形表示两个

学科的论文中有两个作者互为第一作者的情况。不难

看出，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与《情报学报》近1年的单

篇论文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作者与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新闻传播学的作者合作较多，与法学、公共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学等学科作者合作

密切；《档案学研究》还有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作者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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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作者双向合作的情况。综合3种期刊近1年的单篇论

文作者合作情况来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作者同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新闻传播学及历史学的作者合作最多，且

均为双向合作。可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学科交叉融

合的浪潮下逐渐加强内部知识的分化与整合，且不断扩

大与其他学科共享和交互知识的范围。

图2  3种期刊近1年单篇论文作者合作关系

（a）《中国图书馆学报》

（c）《档案学研究》

（b）《情报学报》

（d）3种期刊整体情况

2.3.2  从基金项目负责人分布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的跨学科发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现了国内社会科学研究

的前沿方向，得到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高度认可，具有

权威性、导向性、示范性。通过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负责人的学科分布，可

以更清晰地了解哪些学科的研究者从事与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深度交叉的研究，进而获知哪些学科与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具有强交叉属性。统计显示，2020—2022
年有132个获批项目由不属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项

目负责人主持，约占总体项目数量的28%，项目负责人

主要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16个）、医学（13个）、历史

学（含考古；13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2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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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语言学、新闻传播；11个）、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

（6个）领域。

管理科学与工程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关系密切。

1998年“科技信息”等本科专业和“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并置于“管理科学

与工程”门类下。两个学科都涉及信息管理的研究和实

践工作，研究范式相近，服务领域相似。医学、历史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文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

理、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获批了较多“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项目，表明这些学科的前沿研究已经与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有了深度融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中，大量项目由其他相关学科

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主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①信息

资源管理学科在发展历程中，同管理科学与工程、历史

学有较深的渊源；②部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博士生毕业

后就业于其他学科，由于研究惯性，仍申请“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基金项目；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数智时

代服务社会诸多领域，与相关学科有了更深入的双向知

识传输与渗透，提供了跨学科协作创新研究的平台。

2.3.3  从学科专业的高校院系分布看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的跨学科发展

国内有94所高校建有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或者

部分本硕专业，部分设立独立的院系，更多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隶属于经管、公管、历史等学院。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在各高校院系的具体分布体现了其与相关学科交

叉建设的背景、平台和现状。

设有独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且建有单一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高校共有9所，其中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有博士学

位授予权，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辽宁大学、山东

理工大学有硕士学位授予权。设有独立信息（资源）管

理学院（系）且建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校共有4
所，其中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同时有信息资源管

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南

京农业大学有信息资源管理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管理科

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黑龙江大学有信息资源管

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

剩下81所高校未独立设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系），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专业共处一院（见

表3）。15所高校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和管理科学与工程

共处一院，这离不开1998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

与信息有关的5个专业（管理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

科技信息、信息学与林业信息管理）统一合并为“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置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下，同时“图

书档案学”下增设了自主备案专业“信息资源管理”[8]。

出于历史原因，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同管理科学与工程共

处一院的情况一直存在。13所高校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与历史学共处一院，这是由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文

属性决定的，很多高校的档案学专业曾归属于历史学院

（系），加之当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下的数字人文、文

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古籍保护等领域的研究蓬勃发

展，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历史学科有了新的实质性交叉

研究。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学科共处一院的情况也

比较普遍，相关高校数量均在10所以上，表明信息资源

管理学科与经管类学科具有现实的交叉融合平台，这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服务国家政府数据治理、企业数字化

转型、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要求相吻合。

表3  非独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系）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情况

类  别
高校数

量/所
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处一院 15

与“历史学”共处一院 13
与“工商管理”共处一院 12
与“公共管理”共处一院 11
与“经济学”处一院 10

与“医学、生物学”共处一院 9
与“社会学、心理学”共处一院 8

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共处一院 7
与“教育技术学”共处一院 4

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处一院 2
其他（依托高校图书馆或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建设） 14

注：由于有两个及以上专业共处一院的情况，数据总和大于81。

相比建有独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的高校，

未独立开设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的高校所占比例

高达87%。这一方面说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范围很

广，且学科交流与研究的自由度很高，与外部学科互相吸

收渗透，可多领域发展与知识共享；另一方面，也体现出

当前的学科体量和影响力不足，导致学科独立性不强。

与其他学科共处一院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人力、资金

等资源分配方面缺少独立的话语权。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的社会认同感与学科自信有待提升，学科价值和应用价

值需要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与评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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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分析结果讨论

综合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分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分布以及学科专业高校院系分布的情况，可总

结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的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和

技术工具数智化、研究内容范畴拓展化、新文科属性显

著化。当前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密切的学科有管理

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历史学、医学、公共管

理等。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交

叉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工具与技术方法不

断进步与发展，计算机方法与技术呈现出数智特征，形

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研究趋势。与医学、历史等学科的交

叉研究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正逐步调整学科服务体

系，健康信息学、数字人文、数字记忆等新的专业方向的

形成与发展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文化软

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促进新文科发展是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应承担的责任，新文科建设意味着新兴

信息技术与方法正融入人文社科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同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学科的交叉对推动数字政府

建设和数据治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提升学科实践应用能力，提高在人

文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与影响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包

括知识的流入和流出，以上各学科不断为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注入新的理论与知识，拓展实践应用空间，推动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不断丰富和迭代理论与实践知识体系。

当然，也不难发现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中存

在一些问题。①学科融合不够深入。无论是学术期刊论

文作者分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分布，还是

学科的高校院系分布数据，都显示出亲缘学科集中于

相近的领域，这也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亲缘学

科关系密切，但同远缘学科关系薄弱[10]，导致信息资源

管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限制。②学科知识转化能

力不足。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项目负责人学科分布数据，有超过1/4的项目负责人

来自其他学科，这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内部知识、

平台、团队等资源转化能力不足，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

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实现更有力的应用及实践创新[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人文社科各一级学科可持续发

展的有力支撑，也是各一级学科发展的重要资源，往往

一项国家级项目就能支持一个学科在关键时期顶住压

力，更长远地发展下去。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虽在数智时

代背景下具有发展优势，但仍面临着体量小、认同度低

等问题。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期待更多的学科交叉创新，

但更期待发展本学科理论与实践知识，并在本学科领

域内争取资源支持。③学科教研创新发展空间有限。从

学科专业所在高校院系的数据来看，设有独立信息（资

源）管理学院（系）的高校仅有13所，而在15所高校中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同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处一院，可见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依附于其他学科，受

到组织管理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局限。

3  交叉的核心与边界——信息资源
管理跨学科发展策略

3.1  跨学科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固本、
守界、拓域

3.1.1  交叉中把握学科核心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工具型、交叉

型应用学科[10，12]，学科的交叉融合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的研究带来了更先进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支持。在学科

交叉融合过程中，应始终坚守学科核心，明晰其他学科

是为丰富和深化本学科知识服务的。例如，计算机学科

提供了信息技术方法，可解决各种应用场景下的信息资

源管理问题，进而丰富和完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技术

知识体系。其他学科知识与技术都是对本学科核心知识

体系的拓展，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本学科的核心问题。

为此，应利用关联学科的知识，最大限度挖掘和发

挥信息资源的效用。在与外界进行知识交流时，输出本

学科的理论与技术[10]，保护学科内核，保持学科本质，

增强学科服务国家战略的实力，提升社会认同度，在

交叉融合中走出一条属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特色路

径，不在泛在的交叉中失去学科的本质和核心。

3.1.2  融合中明晰学科边界

学科交叉融合拓展了学科研究路径与学科边界，但

同时也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边界是学科与

学科之间的分界线，圈定了不同的学科研究范畴与研究

内容，也是学科研究视角的界定。学科边界的“界”代表

着范围、区域，技术工具的应用没有边界，但是学科聚

焦的核心问题决定了学科边界的存在，一味地延伸与拓

展学科核心知识体系会带来边界泛化、学科本质淡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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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边缘地带的交叉融合容易

激发创新，多学科共同关注与探讨体现出对研究问题的

重视与学科责任。但在交叉研究中，更应该明晰学科之

间的边界，避免界限模糊带来学科研究内容与范畴的混

淆。打破学科壁垒是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举措，明晰学

科边界也是学科融合必不可少的规则[13]。

3.1.3   变革中保持全域拓展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变革是数字浪潮中的浪花之

一，本质是学科理论、方法、技术与范式的更新。那么，

如何做到有选择地保持全域拓展也是当下需严肃讨论

的问题。全域拓展并不是指理论知识、技术知识与应用

领域全部无限融合发展。在理论知识层面，学科内核

相当于学科“地基”，轻易扩域或缩疆都会撼动学科根

本，如果将本学科的核心理论知识持续拓展发散，就会

导致学科同化，这与交叉融合的本心相悖；在技术层

面，技术能力的全域拓展对本学科的学科知识完善、学

科研究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应用层面，本学科知识

与技术的全领域应用是指在学科核心理论知识体系的

作用下，利用新兴信息科学技术，驱动社会全域场景下

的信息资源管理，支撑全域数字化决策，促进全域数字

化转型，解决当前行业领域新应用场景与实践创新过

程中的各类问题，追踪当下各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学

术积累，进而在现有学科应用领域的基础上，提升本学

科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力[11]。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其与管理科学与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医学、人

文历史等学科产生紧密联系，由此衍生出数据科学、数

字经济、健康信息学、数字人文等新的交叉研究领域。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当前大环境的变革中不应止步于现有

融合领域，不妨在已有的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文理

交叉、文工交叉，以及文科与文科之间的交叉[11]，有选择

地汲取不同领域的精华，从而推动学科创新，发挥独特

的学科核心竞争力。

3.2   跨学科视域下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体系重构策略

学科体系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分类制度，深刻影响着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14]。学科体系可以比较清晰地

界定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不断在技

术与人文中寻求平衡[15]，在融合与创新中探索边界，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在2023年召

开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11]上，专家表示，

应以信息资源管理核心知识、理论、技术为骨架，打造图

书情报与档案学科群、数据管理相关学科群、公共文化

相关学科群。本文以传统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架构为

基础，结合目前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融合的逻辑与

现状，从理论知识体系、技术知识体系和应用知识体系3
个方面入手，探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的重构策略。

3.2.1  理论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认同感与学科归属感的基础[11]，

针对我国国情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吸收借鉴先进思维

与经验，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学科

发展意味着学科理论知识的更新迭代，核心理论知识

体现了学科本质属性。基于新的学科逻辑，结合上述

跨学科发展原则，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体系架构应满

足新的要求。

（1）对学科内部理论知识体系的新要求——交叉

中守住学科核心。加强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深度钻研是

守住学科核心的关键。学科核心特色理论，如知识组

织、图书馆学五定律、情报有序性原理等依旧是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的立身之本[16]。应遵循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规律，对这些学科内部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及归纳，

构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

在新的数智环境下进行拓展。

（2）对学科理论知识交叉融合的新要求——交

叉中把握学科边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逐渐与技术、

人文和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知识相融合，丰富原有的

学科核心理论知识，在融合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大数据环境下进一步验证、更新、发展、创新 [11]。

但在学科交叉融合中不应顾此失彼，应时刻牢记其

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在本学科发展建设中主要起辅助

作用，从而更有效地提升本学科知识组织水平与能

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和领

域的抽象规律 [16]，只有守住学科基础，才能与其他学

科更好地交叉融合。

3.2.2   技术知识体系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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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使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产生了根本

性变革[4]，技术环境的变化为“从不可能到可能”提供

了有利条件[17]。数智时代背景下，可以从传统方法体系

与新兴方法体系两个维度推进信息资源管理方法体系

的创建：保留和发展具有图情档特色的传统方法，同时

关注新时代背景下适用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新方法

体系。例如，ChatGPT是新环境下衍生出的新产品，为

学科方法体系建设提供了新可能[11]。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本质决定了技术的关键作用，

技术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不能以技术创新为唯一目标，否则就会导致学科内涵

偏移[3]。应始终以问题为驱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坚

持技术创新，为解决问题服务，从而推动学科发展。

3.2.3  应用知识体系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应用知识体系与社会需求有

密切联系，信息资源管理的应用价值会转化为各领域

机构或研究平台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从而产生基

础性及战略性的影响[9]。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社会各领

域现实需求的交叉融合将为学科应用带来新的突破。

打破已有行业限制，逐步走向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生

产的各个环节，是学科应用的必然要求。面向当下的数

智浪潮，运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逻辑解决其他

领域内有关信息资源管理的实际问题，并持续更新学

科理论和方法体系，将其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18]，包括

但不限于政务信息管理、社会管理、生产管理、学术交

流等。信息资源以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等多元形态参

与管理与决策的全流程也是学科应用领域的新突破，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可以在更多的社会领域发挥新的应

用价值[19]。

3.3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跨学科发展的运行
机制

学科建设与管理的底层逻辑由基于学科组织制

度的外在逻辑和基于学科知识生产与发展的内在逻

辑共同构成，两种逻辑背后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学科发

展运行机制[20]，即学科组织运行机制与学科知识运行

机制。“组织”与“知识”两机制融合，可实现学科组

织制度优化与学科知识体系创新，提供明确的学科建

设方式[21]。

3.3.1  学科组织运行机制

学科组织运行机制可正确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把

控学科建设重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组织运行机制应

依托学科知识生产的具体组织形态构建，即学科团

队、学科院系[22]等。当前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改变意

味着原有的学科组织运行机制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并需要一个能够制衡新机制的监督机制，即学科协同

组织机制、审查与反馈修正机制[22]。上述两种机制共

同作用，可以使学科团队与学科院系建设碰撞出新的

发展策略。

（1）学科协同组织机制。学科团队是学科组织的

本质内涵[22]，学科团队建设也是学科协同组织机制的

基础。学科团队的核心是学术本身，落实到具体建设层

面即为学术知识管理与师资队伍建设。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学科积累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丰富的师资力量是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底气。学术知识管理应由专

门的决策群体负责，当本学科的知识储备规模呈上升

趋势时，该决策群体应分辨出属于本学科独有的知识，

以及与其余学科融合产生的交叉知识，并将其按照学

科层级链[22]进行划分，将知识有效组织起来，从而多方

面培养本学科人才。师资队伍的建设也应根据新的机

制做出调整，扩大学科教育规模，吸纳院士等尖端人

士[7]，鼓励不同学科学者的加入，加强学科群内学者之

间的交流，把握学科前沿及同行发展，巩固本学科核心

知识体系[22]，并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

对于学科院系来说，学科知识交叉融合改变了学

科知识生产模式，同时标志着教学、科研内容与模式的

改革。原有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衍生的学科组织模式为

“校—院—系”组织模式，这意味着学科归属存在唯一

性。不同高校有着不同的归属原则，透过不同高校将学

科安排于不同院系的情况，可以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与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而催生出新的交叉学科和

跨学科成果。但是不同高校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流局

限于高校院系内部的其他学科领域，即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无法与不同学科进行全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23]。在当

前学科模式改革的背景下，相应的决策群体应依托学科

协同组织机制对学院设置进行调整，打破既定的学科组

合，使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流的领域不局限于早已熟悉

的某些领域，尽力促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独立成系，或

与其余新兴关联学科共处一院，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

壁垒，进而碰撞出新的交叉学科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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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查与反馈修正机制。该机制是在学科组织

层面对学科协同机制的制约机制。与学科运行及建设

相关的不仅是学科本身，还包括学科所属学院及高校，

这也意味着学科重大事务的决策不应仅由学者参与。

如果将学科决策全权交于学者，难免导致“学科本位

主义”[22]，从而忽略学院或高校整体学科发展布局。因

此，通过加设审查与反馈修正机制可确保学科本身发

展符合高校及学院的整体规划，一旦两方存在矛盾或

处于对立，学者和学校应积极协商与交流，对于双方的

观点进行讨论、审查，获取反馈并按照双方商议的结果

进行修正，对原有决策进行调整。学科治理与建设发展

从不是单一决策群体自主决策的，必须经过学院和高校

合理的审查与修正调整，以保证学科、学院、高校三方

互相制衡、多方协同，既维护学科本身的自主决策权，

又保证学校相关组织与决策群体发挥协调作用，实现

学科分级共治[22]。

学科方向确定、学科团队建设、学科资源配置、学

科平台建设、学科成果评级[22]等都以学科组织架构为

基础，层层建设，最终形成学科组织模式。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趋势必然会催生新的学科组织模

式，因此，在跨学科基础上，通过构建新的学科协同组

织机制以及审查与反馈修正机制，既可保证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原有的理论知识在其他领域中发挥最大优势，

实现多学科领域知识整合，丰富本学科的创新研究成

果，探索新的学科组织创新之路，又能提高学科治理

与学科决策效率，优化学科发展规划，推动学科决策

科学化。

3.3.2  学科知识运行机制

学科建设遵循学科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根据学

科知识系统的组成要素[21]，结合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融合趋势，总结出两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知识运

行机制：交流类机制——学科知识生产机制、跨学科

知识交流机制；边界类机制——学科知识整合机制。

（1）交流类机制。学科知识生产机制的核心逻辑

为制度化的知识载体通过知识保存、更新、传播、转化

与应用激发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21]，该机制的重点有

如下三点。①以学科知识为核心，不断加强学科知识生

产能力。新的学科知识生产机制应随着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的交叉融合趋势更新，但学科知识是学科发展的

根基，一切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生产模式的内核知识

体系都不应改变。②以学科知识流动为学科知识生产

路径。知识流动是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在知识流动的

过程中既可巩固本学科的学科基础与内涵，又可吸纳

多领域知识，保证内部知识循环更新、外部知识去粗取

精。③以激发知识生产为最终目标。学科交叉融合的终

极目标就是形成对本学科有益、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体

系，促进新的学科成果产出。

跨学科知识交流机制应实现跨领域、跨学科、跨

组织融合[22]。单一学科知识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

总是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知识交流机制正是

打破学科知识生产与创新瓶颈的有效方式[23]。跨学科

知识交流机制以实现跨学科学术交流、成果交流、科研

组织构建为目标，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融合提供

发展策略。

（2）边界类机制。学科知识整合机制为学科交叉

与融合划定了范围与边界。在遵循学科知识逻辑的基

础上，从理论、技术、应用3个维度对学科知识进行整

合，但需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22]，圈定学科整合范

围、明晰学科边界。学科知识整合机制既有助于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补足在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缺陷，又能帮助

其在学科间交叉地带探索新的交叉领域，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23]。

4  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展望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探索中不断调整学科定位、学

科布局、教育模式，致力于多学科协调发展，坚持守正

创新原则，在学科交叉发展中坚守本学科理论与技术，

形成中国特色学科体系。

学科调整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面对的最重要的挑

战。学科调整意味着学科正致力于开辟一条专属赛道，

学科站位逐渐提升，随之而来的挑战也愈发严峻。从时

代发展的角度看，新兴技术的发展为学科建设带来了

新的可能，同时学科也要避免因盲目跟从新时代的脚

步而忘记学科初心、混乱学科内核、摒弃学科使命；从

社会需求角度看，信息资源管理作为新的管理活动，应

考虑公民、社会、国家的需求，即保障公民基本信息权

利、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为社会组织与机构提供决策支

持、参与企业架构与管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信

息安全等，从而履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肩负的使命[7]；

从科学发展角度看，信息资源管理应通过明晰研究对

象与研究内容、构建学术机制、组建中坚研究团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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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科的研究工作[7]。

机会一向与挑战并存。学科调整也意味着学科发

展有了新的契机。学科交叉融合提高了学科在学术圈

的知名度，拓宽了学科方向。大数据管理、数字人文、机

器学习等应用体现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融合取得了一定

成果。未来，面向多维度知识与技术，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将会在不同领域崭露头角，提升公众认知度，增强学

科影响力[11]。

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不断在技术与人文中寻求平

衡[15]，在融合与创新中探索边界。学科调整既是应对

世界发展大势挑战的方式，又是打破思维禁锢、实现

全域发展的契机。未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有着无限

大的舞台，在全面引进与多方输出中实现开拓性发展

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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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ection and Boundary: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MA Jie   HE MeiHui  FENG Wen  BAI YuTing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P. R.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naming of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Management to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strategy of the discipline are facing a new round of adjustment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s. Adhering to the core of disciplines and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disciplines i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re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ers in cutting-edg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research project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s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text of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explores the boundar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situation and problems. Furthermore, a strategy for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proposed, which includes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guarding boundaries,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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