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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咨询》分“信息咨询概论”、“信息咨询业”、“信息咨询原理与技术”和“信息咨询应用与
发展”四篇：第一篇分别从咨询实践和咨询学理论研究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定义和解读信息咨询，
进而明确信息咨询的社会定位和研究范围，从而更便于读者将信息咨询的实践和研究与社会发展紧密
联系起来；第二篇则突出信息咨询业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析信息咨询业的各个构成要素，
而且还从整体上对产业管理提出了构想；第三篇对信息咨询常见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同时还
特别介绍了数字环境下的信息咨询评价技术及其最新的研究进展；第四篇则是信息咨询在专门领域中
的应用，分别介绍科技信息咨询、企业信息咨询、政府决策信息咨询及数字参考咨询，以专门的咨询
原理与方法为主，突出咨询的针对性。
《信息咨询》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类及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供广大咨询工作者和信息管理工作者
及其他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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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与此同时，参考咨询工作向“参考化，情报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参考服务的情报
化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参考服务方式的多样化。20世纪80年代，一般大型图书馆的参考工作方式和内
容主要有解答咨询、编制书目索引、定题服务、专题文献研究、书刊展览、累积资料六项。②面向科
研开展情报咨询服务，包括配合科研方向和任务提供有关的情报资料；为科研人员提供情报检索和情
报分析，及时编制各种专题书目索引和提出综述报告。③面向决策开展情报咨询服务，包括调研国内
外发展动态与趋势提供决策支持；为地方和国家制定政策、规划当好“耳目”、“尖兵”和“参谋”
。④面向用户开展情报咨询教育。通过开设文献检索和情报检索课程，加强情报教育和情报能力培养
。1981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开展查阅文
献方法的教育和辅导工作是高校图书馆工作任务之一，同年11月成立的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
会也把情报用户教育列为最初几项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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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咨询》为21世纪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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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信息资源介绍部分值得看看
2、是信息咨询专业书籍，作为工具书不错。
3、全面介绍了咨询行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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