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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更名完成后，需要解析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面临何种

机遇，要思考哪些问题，其实践逻辑是什么样的。文章使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分析构建中国特色信息

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三大机遇和实践逻辑。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面临

提升扎根度、融合度和贡献度的三重机遇，需要重点思考其逻辑起点、定位框架、思维与表达逻辑、构建方法

等问题。其实践逻辑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文化自信；钩沉于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实践，凝练

学科内核；借鉴吸纳人类知识，在求变与应变中促进学科本土化创新；观照中国大地，服务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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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enaming of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t  is  crucial  to  reflect  on  the  opportunities

faced in constructing a distinctive Chinese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cademic discipline with its own knowledge system. This

requires consideration of certain issue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al logic involved. Throug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major opportunities and practical logics faced in building this unique knowledge system.

The opportunities include enhancing foundation, integration and contribution. Key considerations involve the fundamental logic,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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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ing framework, thought and expression logic,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The practical logic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renamed discip-

line  should  be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demonstrate  cultural  confidence,  deepen  the  practic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a, refine the discipline's core content, and incorporate global knowledge to promote localized innovation. Addition-

ally, it should focus on serving social needs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with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

source management；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信息资源管理相关概念和理论自引入我国之后，一直备受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学界结

合中国社会实践产出了众多价值高、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马费成 [1] 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与时俱

进、集中外信息实践于一体的概念，其学科发展存在多重向度。 2022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

科完成更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正式确立。曹树金等[2] 认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更名，而是顺应新信息

技术革命趋势，明确学科使命，重塑学科体系，使学科建设发展迈上新征程的一次重大机会。这次学科更

名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开启了学科改革部署与战略布局的新篇章。

一年多来，学界众多学者围绕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学科发展需求，开辟新赛道

新领域，凝练学科特色，提升学科地位，构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特色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实施路

径等展开了讨论和探索。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自觉运动，旨在通过独立的知识生产、理论创新，

推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提升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自主性和系统性。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信息资源

管理完成更名后，需要重构本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3 − 8]；另一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信

息资源管理需要传承变革、守正创新，聚焦社会现象，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增强本学科的知识融通与知识

输出能力 [3][5][7][9 − 11]，以此适应时代需求，提升学科的成熟度和完备度，进而确立自身的贡献力与话语权。

此外，部分学者也提出了构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策略，如强化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

论建构、丰富学科应用场景，保持跨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法学学科交叉态势，让学科研究内容

迎合国家大数据战略趋势[12]；大力加强学理和基础理论研究等[13]。

上述研究表明，构建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日益得到学界重视。但是，面对突

出的特殊性和学科建构的复杂性，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困难不仅在于回答其定义、定位和框架

结构等问题，还在于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方式和理论体系。在众多待解决的问题中，建立自主的知识体

系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14]。总书记的重要论断不仅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明确了发展目标和核心任务，也为构建

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

当前构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面临何种机遇？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其实践逻辑是

什么？以上问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信息资源学科的起源与发展概述

中国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起源于传统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可追

溯至 20世纪初。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共同点是致力于信息的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这也是学

科能够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的根本原因。我国学者是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和研究信息资

源管理问题的。据可查的文献记载，孟广均先生是国内最早介绍和使用“信息资源”概念的学者 [15]。

9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各自专业或自我理解的角度使用信息资源一词而少有深入的探

究。90年代中期及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科学的意义上来抽象“信息资源”概念 [16]。经过短短几年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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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和发展，国内出现了一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如孟广均 [17]、卢泰宏 [18]、程焕文 [19]、马

费成[20] 等学者分别对信息资源管理开展了相关研究。直到 2021年，在经历了多年的变革和发展后，教育

部宣布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这一更名不仅反映了学科发展

的需要，也体现了对信息资源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和对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预判，标志着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的独立地位已经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得到认可。

学科更名的背后，是对学科内涵的深化和拓展。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曾经通过简单叠加二级学

科名称来定义一级学科，这种方法在形式上存在一定局限，限制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信息资源管理

作为一级学科被提出，打破了这种界限，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更名后的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关注点不仅仅是传统的图书馆信息资源、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会更加关注企业信息资源、网络信息

资源、政府信息资源等广泛领域的信息资源的管理。学科范围的拓展使得信息资源管理在中国的教育、

研究和应用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活力和潜力。

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任务是重新定义和确立学科定位与发展目标，加深理论体系与实践应用

的认识，推动学科内部的改革与创新。这就要求从学科理论体系到实践应用的各个层面都要进行深入的

研究，以确保学科的持续进步与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一)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

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指基于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围

绕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实践等方面构建的学科知识体系，旨在提高信息资源的管理水平

和利用效率，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作出贡献。从构成要素角度看，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由研究对象、理论基础、方法和技术、应用领域、学科教育和科学研究等多个方面

构成的综合体，这些要素内在关联，共同构成一个逻辑紧密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讲，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大构成要素。

 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决定性作用，它不仅构成了学科知识体系

建构的核心要件，也深刻塑造了学科发展的价值内涵与实践导向。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以及

其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从根本上界定了学科的研究范畴与边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研究方向

和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因此，明确研究对象是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

更名前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档案馆和档案事业以及情报工

作，相对较为具体。更名后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具有了更高的抽象性和统摄

性，信息资源管理的关键过程均围绕此对象展开，如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存储、传递和利用等。

 2. 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在学科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扮演着基石性角色，它构成了学科知识生产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和规范框架。理论基础的完备性和前瞻性，决定了学科能否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的知识谱系，以及其解

释和预测现象的能力范围。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强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中

国的信息资源管理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理论创新和探索。更名前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理论基

础主要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文献学等。更名后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以信息资源管

理领域的特定理论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充分吸收和借鉴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数据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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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提

供了基本的概念、原则和方法。

 3. 方法和技术

研究方法与技术在学科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构成了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石

和推动力量，决定了学科理论与实践成果的质量、可靠性和影响力。严谨而科学的研究方法确保了学科

数据的收集、分析与解释过程遵循客观规律和逻辑一致性，从而保证了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中国特

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强调将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实践中，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应用创新

和实践探索。在方法与技术方面，除了传统图书情报学科涉及的信息组织与分类技术、信息检索技术、

信息分析技术等，数据管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技术方法更受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重视和应用。

这些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推动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

 4. 应用领域

一门学科应用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在学术与实践层面均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这种拓展

和深化不仅是将科学理论从抽象的学术范畴转化为具体的应用成果的过程，更是对理论知识在现实世界

中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深度验证与提升。学科应用领域的探索与创新实质上是在构建学科理论与社会实

践之间的动态交互桥梁，通过此过程，科研成果得以实现其潜在的社会经济效益，并进一步反哺学科理论

的发展和完善。更名前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图书馆事业、档案事业及情

报事业领域。更名后的处在数智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除了传统领域，业界更加关注政府信息资源

管理、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个人信息资源管理等。不同领域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案例和经验，推动着学科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5. 学科教育

学科教育在学术研究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内在价值与功能意义体现在

知识的传承、创新、学生专业素养与职业能力的塑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等多元维度。中国特

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强调以中国特色为出发点，加强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为学科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学科教育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建设等，更名后的信息资源

学科教育会更加向数字化、智能化、数据要素等方面倾斜。这些是培养具备信息资源管理知识和技能的

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6. 科学研究

学术研究在任何学科领域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是知识创新、理论建构的基

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引擎。学术研究是构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过程。学者们

通过严谨的理论探讨、实证分析以及创新性的实验研究，不断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提出并验证新的理

论假设，从而逐步丰富和完善学科的知识内容。更名后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继承传

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外，还需要回应时代关切，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与实践，尤

其要对数智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突破。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

主知识体系才能得以不断完善和进步。

 (二)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应具有如下两大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从根本上是要提出并回应时代性、民族性、

104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全球性等重大问题。在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给

信息资源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中国需要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提高信息资

源的管理水平和利用效率；同时，还需要注重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保护和利用好民族文化遗产信

息资源。此外，还需要关注全球性问题，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走向世界

舞台。

第二，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世界眼光比较各国信息资源管理实践经验，做

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炼中国学术命题，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

建与发展，需要用世界眼光比较各国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经验，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国家的信息资源管

理模式、方法、技术和政策等，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和参考。同时，还需要

认真分析和总结中国信息资源管理的历史和现状，找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面临的特殊问题和发展瓶

颈，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此外，还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学术界的积极性，挖掘中

国信息资源管理实践中的独特经验和创新做法，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命题和研究课题，推动中国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创新。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为基础，以独立自主

为原则，围绕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实践等方面构建的学科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强调

中国特色元素和自主创新能力，旨在推动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并为全球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三大机遇

 (一)学科适时更名，面临提升扎根度的重大机遇

提升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扎根度对于学科自身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强学

科内外的合作与沟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不断提升学科的影响力和服务能力，使得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能

够更好地适应数字社会变革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积极贡献。信息资源管理概念和理论引入

我国已有 30余年，但其发展根基并不牢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并不完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

为信息资源管理后，面临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如有人认为学科更名是方向性规划，是有正向效益的 [1]；

有人认为如何强基固本、拓展范畴边界，提高学科影响力，是一级学科更名后应该重视的问题 [2]；有学者

表示信息资源管理这一学科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本学科所独有的核心能力与竞争力 [4]。

事实上，原有学科根基的不牢固为未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

预留了空间。在我国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机，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应该深深扎根中国土壤，不断开花结果，形成既符合时代潮流，又扎根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因此，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更名后面临提升扎根度的重大机遇。

 (二)新文科建设实施，面临提升融合度的重大机遇

更名后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有跨领域和跨维度的特点，更符合新文科“内部融通、文理交叉”的

特性 [21]。2019年，教育部等部门实施的新文科建设计划，旨在发挥学科间的“美第奇效应”。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同样面临着与其他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重大机遇；同时，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程

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着本学科的学术地位和话语体系。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积极推动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协同创新。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

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面临着提升融合度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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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本身具有集成性及跨学科的性质，需要与更多学科融合，特别是与计算机

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农学、医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形成“信息资源

管理+X”(领域需求)的交叉研究态势 [22 − 24]，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从人才

培养的角度看，打破专业壁垒，培养更多跨学科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也需要不断提高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的融合度。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提升学科融合度是一个重

要的机遇。通过加强学科融合和交叉合作，能够有效推动学科的发展，提升学科地位和话语体系，并为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在跨领域、维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贡献，也才能对决策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更为深

远的影响，提升学科的整体水平和学术贡献。

 (三)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上升为国家政策，面临提升贡献度的重大机遇

随着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信息资源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空前的价值，已经引起各

领域的关注，信息资源的形态和种类也在日益丰富。2020年，国家将数据正式确定为生产要素，数据要

素参与分配上升为国家政策，其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中的地位陡然上升。2021年 12月，国务院印发

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构建以数据要素为关键要素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2022年 10月，数字中国战略正式确立；2023年 3月，国家数据局成立，在此重要战略背景下，充分挖

掘各类信息资源的价值，是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未来发展的关键。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必须践行以

贡献度为重心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路径 [25]，因此，数字化发展和数据资源重要程度的提升也使信息资源

管理学科面临提升贡献度的重大机遇，发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价值的最好时机已然到来。

 四、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考虑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虽然面临提升扎根度、融合度和贡献度的三重机遇，

但要真正形成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还必须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从学科发展的底层

逻辑出发，重点思考其逻辑起点、定位框架、思维与表达逻辑、构建方法等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和剖析这

些基本问题，可以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提供指导，进一步推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一)思考逻辑起点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考虑逻辑起点问题，厘清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现有

的话语体系里究竟哪些不能用、哪些不好用、哪些不够用。首先，原学科话语体系未能充分体现技术进

步。在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原有学科名称已经无法充分反映信息科学技术在学科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原学科名称在实践应用上存在局限，很容易被误解为仅指与图书馆、情报中

心和档案馆相关的工作，而现实中信息资源管理的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传统范畴。最后，原有学科

主要为图书馆事业、档案事业和情报事业服务，在为企业和国家竞争服务方面略显乏力。而新的学科体

系除了继承传统学科体系价值外，将更加突出信息资源管理的战略意义，为提升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作

出应有的贡献。

构建一门学科体系，关键在于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逻辑起点就是信息资源[26]。

我国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由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而来，新更名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有交叉学科性

质。在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紧紧围绕“信息资源”这一

逻辑起点，并思考现有的信息资源管理话语体系中存在哪些不能用、不好用和不够用的问题。同时，在

保持继承的同时也要不断创新。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审视当前的信息资源管理话语体系中的一些概

念、理论和方法，重新对其进行调整和解释，并构建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应对新时代、新需求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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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

在合适的场景下要充分利用传统的理论和经验，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创新。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我们紧紧围绕“信息资源”这一核心逻辑起

点，审视现有话语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在不断创新过程中提出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通过在传统基

础上的持续创新，努力构建出具有独特地位和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断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

和实践注入新的活力。

 (二)思考建构什么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考虑建构什么的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有中

国立场，更要“思入”中国现场。一方面，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

以中国特色的理论思维促进信息资源管理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发挥作用，并且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

故事。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可以积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论，深入研究与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的中国特色问题，如数字治理、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为解决这

些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也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在充

分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智慧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和方法，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有机融合。除了以中国立场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外，还需要“思入”中国现场，将思维和实践融

入中国现场，以中国信息资源管理的实践为战场，紧密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变革，深入研究和解决

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为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服务。通过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合作，开展实践

项目和应用研究，将学科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为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和解决方案。在

中国特色的实践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可以重点为组织在数字化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

支持。同时，积极参与地方级和国家级相关政策制定，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从而真正服

务于数字中国战略的推进。

 (三)思考逻辑和表达逻辑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考虑思考逻辑和表达逻辑的问题。中国特色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漫长的成长过程中积累出来的，鉴于

原有的思考逻辑和表达逻辑并不能完全涵盖新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因此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继续强化

并创新信息论与信息系统范式，以便该学科可以更好地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和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资源管理服务，为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2]。此外，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盘考虑逻辑的自洽性、他洽性与融洽性。首先，要保证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内部逻辑的自洽性。这就意味着学科内部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应该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形

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次，要考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他洽性。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是

孤立存在的，它与原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密切相关，因此需要与这些学科进行交

叉融合，吸取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学科体系。最后，要追求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融洽性。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该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需求和重大战略，

如数字中国、智能社会等，通过与国家战略的融合，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价值，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

发展。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全面考虑逻辑的自洽性、与其他学

科的他洽性和融洽性。只有这样，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才能真正发展壮大，并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作出应

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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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思考构建方法论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考虑构建方法论的问题。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既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也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而应该对其他学科、

国外的知识体系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必须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建构中国特色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为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我们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信息资源管理的本

质、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形成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的自主知识体系。其次，要注重本土

实践和发展经验。中国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构建自

主知识体系时，应该充分借鉴和整合本土实践的成果，结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和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

框架和方法论。最后，要积极借鉴国外相关学科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如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

等，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成果，以便丰富和扩展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视野，提高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应用

能力。同时，对于国外的知识体系，我们也要保持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在吸收其精华的同时，也要能够对

其进行评估和适应性调整，针对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创新，确保知识体系对于我国

国情的适用性，更好地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服务。

 五、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逻辑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着眼于中国国情，同时积极拥抱新技术、新方

法，面向社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周文杰 [6] 认为要立足于文化自信的时代需求，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信息资源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认为，应当从四个方面思考构建中国特色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逻辑。

 (一)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27]。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特色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6]。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以承载各种文化形态的数据资

源为研究对象，传播的正是各种文化要素。在信息时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与信息技术、数字化

内容等紧密相关，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有天然的联系。通过

彰显文化自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和实践中，可以实现对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同时，中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思维模式、知识体

系也能够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深厚的理论基础、研究资源和方法指导。因此，在构建

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时，我们应该充分汲取、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智

慧，使得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实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二)钩沉于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实践，凝练学科内核

毋庸讳言，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国际化的概念，也是一个中国化的术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有很

强的中国特色[1]，图书馆学、档案学、管理学和信息系统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28]。信息资源管理在中国经过了 3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并且扩展

到了更广泛的领域，在继承传统图书情报研究特色的同时，也涵盖了数字资源、网络资源、大数据等新兴

领域。例如，在图书情报档案方面，中国的古籍典藏和数字化传承研究是一个突出的特色。同时，中国还

在信息资源管理的政策制定、标准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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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为基础，应袭图情档特有的学科属性，在继承和光大既有学科精髓和学术传统的

基础上，反思并重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6]。

在数智化的今天，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和发展需求也为信息资源管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中国是一

个人口众多、信息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家，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的任务艰巨，又具备特殊性与复杂

性。因此，学科的内核应该关注中国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解决中国特有的信息需求与供给问题。

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响应与践行国家《新文科建设宣言》的主要宗旨，紧紧抓住“信息资源”这个牛鼻子，

采用创新思维和交叉思维，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发生“美第奇效应”，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其

他学科知识、方法、技术的基础上，做到既坚守传统特色，又重视交叉融合，在数字管理、数据服务、智库

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凝练学科特色，为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通过钩沉于中国的信息资源

管理经验与实践，凝练学科内核，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并在国际化背景下体现中国特色。

 (三)借鉴吸纳人类知识，在求变与应变中促进学科本土化创新

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没有哪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完全自主的，都是相互学习、借鉴和融合的结

果。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是知识进步和创新的重要动力。对于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

体系而言，也要通过吸收借鉴中外文明、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使其发展为具有高度社会认可度的硬学科[4]。

面对外部环境的飞速变化，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共同体必须积极识变、应变和求变，广泛借鉴、吸纳人类知

识，在求变与应变中促进学科本土化创新。一方面，合理引进国外先进成果，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国际

学术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研究的新观点与新方法，重视批判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另一方面，要注重学科之间的互鉴与对话，合理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取其他学科之长补本学科之短，在学

科融合交叉创新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提升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解决当前信息管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最后是

方法之间的互鉴与对话。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本身就属于综合性交叉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更需要定性研究

与定量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等的综合应用，也应重视新方法、新技术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研究中

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扩大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版图，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研究逻辑和知识体系，既能满足本土诉求问题的解决，也能在全球视野中彰显中国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四)观照中国大地，服务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扎

根中国大地，尊重和理解中国信息资源管理的对象与客观现实，通过深入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实践，以中国

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从本学科视角解读、寻因溯果、提出应对措施，不

断加强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百年发展史表明，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服务科

技自立自强是本学科的主线任务 [8]，应坚守赋能科技竞争战略的发展初心 [28]，关注和回应国家重大需

求[15][22][24][29 − 31]，为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观照中国大地，通过深入中国信息

资源管理实践，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学科发展。此外，关注和回应国家重大需求也是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应该积极谋求参与到国家重大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当中，为国家的经

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提供支持。例如，在数字中国建设、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等领域，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可以在提供有效的信息管理和服务解决方案上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关注和回应国家重大需求，信息

资源管理学科可以更好地融入社会实践，并为社会发展服务，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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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知识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考量。

 结语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时代命题和理论任务。

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带来了重大契机，信息资源学科应该紧紧围绕“信息资源”这一核心

逻辑，不断守正创新，开拓进取，才能真正促进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当然，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学界同仁勠力同心，携手攻坚，通过不

断拥抱新方法、新技术、新理念，结合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实践，着眼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

的发展与完善，凝练学科特色和学科厚重，才能真正提升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让中国特

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马费成. 凝聚共识，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1）：4 − 8.[  1  ]

 曹树金，曹茹烨. 基于研究主题和引文分析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探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2）：12 − 29.[  2  ]

 初景利. 一级学科更名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新挑战[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2，4（4）：7 − 9.[  3  ]

 初景利，黄水清.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2022，66（14）：3 − 9.[  4  ]

 马捷. 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关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11）：12 − 14.[  5  ]

 周文杰.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视域下的图情档年度学术热点透析[J]. 情报资料工作，2023，44（2）：14 − 20.[  6  ]

 孙建军，裴雷，付少雄. 兼收并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背景下的数据管理[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1）：9 − 17.[  7  ]

 秦顺.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嬗变与发展[J]. 图书情报工作，2023，67（1）：83 − 89.[  8  ]

 冯惠玲. 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12（6）：4 − 10.[  9  ]

 刘越男. 从简单拼接到知识融通：合力擦亮信息资源管理的学科标签[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11）：1 − 3.[10]

 裴雷，胡志伟.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多元化发展审视：基于教育活动与学科生态的观察[J]. 图书情报工作，2023，67（1）：49 − 56.[11]

 冉从敬，刘妍. 国家数据局的成立及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拓展[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4）：6 − 9.[12]

 邱均平，史尚元，王琳.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历程回顾与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49（4）：42 − 55.[13]

 新立.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EB/OL]. [2023-11-15].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3/0426/c40531-32673556.html.[14]

 孟广均. 关于情报概念、工程、信息业[J]. 情报业务研究，1985（1）：26 − 27.[15]

 卢泰宏. 国家信息政策[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16]

 孟广均，霍国庆，罗曼，等. 从科学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IRM)—管理思想演变史的再认识[J]. 图书情报知识，1997（2）：3 − 8+18.[17]

 卢泰宏. 信息资源管理：新领域和新方向[J]. 情报资料工作，1994（1）：8 − 12.[18]

 程焕文. 信息资源共享[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9]

 马费成. 信息资源管理的历史沿革—从信息源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J]. 情报科学，1998（3）：251 − 256.[20]

 马费成，李志元. 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6）：4 − 15.[21]

 杨峰. 开启人才培养新征程：对“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的释读[J]. 图书馆论坛，2022，42（6）：28 − 29+95.[22]

 何琳，武帅.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守正与创新[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11）：9 − 11.[23]

 吴丹，许浩，郭清明. 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内涵与人才培养策略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23，67（1）：75 − 82.[24]

 韩毅，张杉杉.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系统框架与发展路径[J]. 图书情报工作，2023，67（1）：43 − 48.[25]

 王立清.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初探[J]. 图书馆学研究，2012（3）：2 − 4.[26]

 如何理解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EB/OL]. [2023-11-15].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422/c148980-32084885.html.[27]

 陈美华，王延飞. 面向国家科技竞争战略的情报赋能研究—以应对美国涉华科技竞争战略为例[J]. 图书情报知识，2022，39（2）：73 − 82.[28]

 曾建勋. 基于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思考[J]. 情报学报，2019，38（3）：227 − 238.[29]

 闰慧，贾诗威.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国家战略的关系探究—基于学术话语与政策文本的关联分析[J]. 情报资料工作，2023，44（2）：5 − 13.[30]

 夏立新，郭致怡. 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2023，67（1）：9 − 15.[31]

[ 责任编辑        侯雪婷]

110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https://doi.org/10.13530/j.cnki.jlis.2023030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3/0426/c40531-32673556.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167.2022.06.004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422/c148980-32084885.html

	一 中国信息资源学科的起源与发展概述
	二 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一 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
	1 研究对象
	2 理论基础
	3 方法和技术
	4 应用领域
	5 学科教育
	6 科学研究

	二 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特征

	三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三大机遇
	一 学科适时更名，面临提升扎根度的重大机遇
	二 新文科建设实施，面临提升融合度的重大机遇
	三 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上升为国家政策，面临提升贡献度的重大机遇

	四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 思考逻辑起点的问题
	二 思考建构什么的问题
	三 思考逻辑和表达逻辑的问题
	四 思考构建方法论的问题

	五 构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逻辑
	一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文化自信
	二 钩沉于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实践，凝练学科内核
	三 借鉴吸纳人类知识，在求变与应变中促进学科本土化创新
	四 观照中国大地，服务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