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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信息共享中的信息质量是信息共享发展的前提，是实现共享信息价值的必要保证。但从目前发展现状看，

共享信息的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成为阻碍信息有效利用的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其中，信息共享建设机构中缺乏完善、系统的

信息质量管理体系是造成所提供共享的信息质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分析在科技信息共享建设中信息质量管理(IQM)

存在的问题，就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建设机构的IQM提出几点对策建议，包括IQM的战略规划、IQM职责及机构设立、信息

质量管理成熟度模型建立、管理制度的完善、控制程序设立、技术应用创新、人员信息质量(IQ)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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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科技信息资源作为各类科研活动产生的原始

性、基础性数据及其分析研究信息源，是科技创新

的重要支撑，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

会价值。实现科技信息共享，就是在国家的整体规

划和宏观管理下，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原来

分散在各个信息拥有机构的信息资源整合、集成

起来，提供给公众共同分享与利用，使信息资源发

挥最大的效用。其中，信息质量(Information Quality，

IQ)是信息资源共享发展的前提，从信息共享的本

质特征看，只有解决信息质量最优化、共享程度最

高效等实质问题，才能实现共享信息的价值¨1。随着

我国“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工程及地方各

类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深入推进，共享信息

的信息质量问题日渐凸现。从目前现状看，尽管全

国已完成近千个科技信息资源(包括科技文献信

息资源、科学数据资源、科技实物信息资源以及网

络科技信息资源等)共享项目，但共享信息的信息

质量问题一直成为阻碍信息有效利用、难以发挥

信息价值的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为此，2008年9

月21日，科技部、财政部共同成立了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资源信息质量核查专家组，其主要任

务是对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门户和资源调查的

数据信息质量进行核查，为平台门户资源信息建

设规划、维护更新、资源信息评估以及资源调查数

据管理与利用等提供咨询和建议。

目前，对信息质量的研究多是从技术上研究

提高信息质量的方法和程序，也有学者从管理理

论上探索信息质量的基本性质和有效的控制方

法，但由于科技信息的特殊性带来分析的复杂

性，以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不断地拓宽了信息质

量的涉及范围，使得到目前为止，尽管有许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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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大多不具

有普遍性、通用性，缺乏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尤其

是对近几年兴起的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环境下的

IQ问题缺乏必要的理论认识，这既造成在信息资

源共享环境下对IQ的错误理解和模糊认识，也

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信息共享实践的可持续发

展。

为此，本文基于我国科技信息共享建设中信

息质量管理(Information Quality Management，IQM)

存在的问题，结合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实践研究分

析各种IQM理论和方法的可行性，尝试提出在科

技信息共享建设机构中有效提升IQM的对策措

施，有助于管理人员进行信息质量的改进，以便更

好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2 在科技信息共享中

信息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实践中存在的信

息质量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从整体发展角度来看，在科技信息共享中

IQM缺乏国家层面上IQ的宏观指导，缺乏整体的

运作思路和有机协调，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IQ协

调力度不强，使得对共享信息的IQ约束力不强，

往往存在只求数据量的积累，而忽视信息质量的

保证。

(2)当前对科技信息共享建设多是以课题或

科研项目方式进行的，基本上是以任务导向为主，

在科技信息共享系统的建设中注重信息资源的整

合，而对信息质量维护的投入不足，忽视了IQ建

设。因此，造成共享平台由项目建设向业务服务建

设过渡过程中普遍缺乏系统的、有效的IQ控制措

施，缺乏有效的质量管理的思路和方法。

(3)IQ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高，大多信息质

量管理措施多散见于各种管理制度、标准规范之

中，还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IQM机制，缺乏完善的

数据交换标准、质量控制规范和信息服务体系，在

信息共享联盟之间尚没有形成一致的质量约束规

程，质量控制环节薄弱，难以完全实现信息共享的

规范化、制度化。

(4)科技信息共享平台存在建设在先、相关政

一42一

策法规滞后的问题。在数据生产过程中由于缺乏

IQ指导的政策法规、IQ控制的执行依据而难以有

效监管信息共享中的IQ。又由于各个信息共享机

构基于自身考虑所制定的信息共享管理办法因各

个领域中数据、信息的差异很大，适用范围有限，

而缺乏普遍指导性，造成众多在科技信息共享中

IQM无法可依，缺乏监督实施效力，导致共享信息

质量的良莠不齐。

(5)共享的各类科技信息资源之间集成度不

够，缺乏统筹考虑和应有的关联。目前整合的科技

信息与用户需求联系不紧密，与科研需求的结合

程度不够，缺乏畅通的信息质量反馈渠道，共享IQ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6)尚未建立完整的信息质量管理体系：这不

仅包括数据质量管理，还包括在组织管理、技术规

范、标准建立、流程控制等方面来加强数据、信息

质量的诸多工作。从目前项目建设进展看，尚未形

成完整的信息质量管理体系。

总体来看，科技信息共享中的信息质量管理

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和共享机构的微观管理两个

方面，在过去，主要是强调了政府在科技信息共享

中的主导作用，对科技信息共享的管理、供应主体

主要由政府部门(包括政府经费支持的科研事业

单位)负责，政府独自承担科技信息的生产、供应、

服务等一系列管理工作，政府被赋予在信息共享

管理中更多的权力，但从质量管理角度看，由于政

府职能的多元化，使之不可能有效担负起全部信

息共享中的质量管理职责，容易出现“管理超载”

现象，管理部门过多地扮演了基层信息生产运作

管理和科研人员质量审核的角色。而且这种行政

主导目前仍是我国科技信息共享建设管理的主要

方式，但这种思维惯性在解决共享信息的质量问

题上存在着固有的问题，例如，尽管解决了数据整

合方面信息形式上的质虽问题，但对信息内在的

内容质量管理和信息质量持续改善的动力不足，

着重强调了对基层建设机构的外在约束，而忽视

了微观组织内部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忽

视了对基层信息共享建设机构和人员参与其所熟

悉科研领域中共享信息质量改进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的激励和引导。

因此，重视、加强科技信息共享建设机构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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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质量管理，确保其提供高质量的科技信息资源

应成为科技信息共享建设管理的重点内容。

3 加强科技信息共享建设机构中

信息质量管理的对策建议

信息质量管理是一种系统、全面的管理理

念，更是一种有效控制质量方法的综合，由于目

前国内外就信息质量研究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

尚未形成系统的信息质量管理思想、理论和方

法，尚缺少一种普遍认可的、统一的、系统的和能

够适应网络信息环境的信息质量管理和质量保

证体系的专业标准(如类似IS09000质量体系

等)，也缺乏通用的、广泛的能用于指导实践的先

进方法。尤其在信息共享环境下对信息的质量管

理和传统的质量管理在目标、对象、研究方法以

及研究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12]，这使得不

能完全用传统质量管理的观念、思路、管理方法

来解决信息质量问题。也不同于传统纸质媒体对

信息的质量管理办法，其质量管理的环境、管理

目标、规模大小、控制环节划分以及管理方法都

存在差别。信息共享环境下的质量管理已突破过

去的技术层面的质量控制问题，表现了信息质量

的社会属性特征，其内涵所体现出来的最大特征

就在于它的网络性、问题性和社会性13]，其核心

在于保证网络信息的价值实现、信息效用最大化

问题。因此，其信息质量管理具有技术性、网络

化、动态性、标准化、整体性、协作性、分布性与统

一性等特征12 J。

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些加强科技信息共享

建设机构中信息质量管理的对策建议，希望对提

高其IQM水平、提升信息资源质量是一种有益的

探索。基本内容包括：明确的IQM战略、必要的

IQM管理机构、适应的IQM成熟度级别、健全的规

章制度、较先进的质量控制技术应用以及企业质

量文化建设等，具体内容可根据各个信息共享建

设机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规定。

3．1 由组织高层领导确定组织的信息质量

管理战略规划

IQM战略规划是对信息共享参与机构长期

IQM意图的表述，将起到“IQM行动指南”的作

用。]QM战略规划的制定能够促使参与机构管理

层更加深刻地认识信息质量管理的责任，使各相

关部门步调一致，按照信息流链条来配置责任。

信息共享参与机构高层管理层负有对组织中

IQM进行策划及领导的责任。IQM要确保有关信

息的质量与组织最紧迫的业务相适应。在战略规

划中，应规定组织IQM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

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推进方案。为此，组织必须

建立和部署IQM的规划及工作方针，设定信息质

量目标，制定实施计划，对信息共享的改进项目

进行控制，为各改进项目提供必要的、跨职能的

协调，从而建立一个各级人员都积极参与的信息

质量环境。管理人员还要为IQ工作合理分配资

金，并确保有关人员得到适当的技术及相关知识

培训，为建立长期良性运行的IQM机制打下一个

坚实的基础。

3．2 建立IQM职能机构(或专职人员)

当高层领导确定了组织的IQM战略后，就需

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来指导IQ战

略的推进工作。该机构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制定

组织的1QM实施战略和推进方案；设定不同阶段

和层次的推进目标；协调IQM的工作关系；对组织

的有关人员进行IQM知识的培训；为IQM的具体

推广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跟踪IQM的实施情况；

制定IQM实施的评价、确认与激励方法；建立IQ

改进项目的评价制度，对项目进行质量评价等。

3．3 建立信息质量管理成熟度模型

信息质量管理成熟度(Inform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Maturity，IQMM)模型是在当前信息质

量管理研究缺乏普遍认可的质量保证体系标准的

情况下，有些学者借鉴质量管理成熟度思想和软

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for Software)思想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2-61。该模型

拟从组织内部IQM建设的组织管理、技术标准、管

理流程、测量与评价等视角，将IQM按照信息质量

成熟度分为初始级、基本级、可重复级、管理级、优

化级5个等级，系统分析了每个等级下的IQM关

键环节和过程，并指明要达到给定等级所必须实

施的关键过程和应采取改进对策，针对需要建立

过程改进的特定优先次序，提供一个具有可操作

性的改善组织信息质量的方法步骤。最后，结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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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参与机构IQM现状对其信息质量成熟度进行

了等级评估确定，为机构进一步改善信息质量，提

高共享数据管理水平，提供决策依据和操作目标，

保证共享信息的有效利用。建立IQMM模型可从

以下5个步骤着手：(1)确定每个成熟度层次的基

本特征；(2)确定影响IQM的主要因素；(3)确定每

一成熟阶段的关键过程；(4)确定不同IQM成熟度

层次的评价标准和方法；(5)根据评价反馈进行IQ

改进的对策和措施，IQMM的构建为信息资源共享

建设机构的IQM从盲目、无序的状态向有目的、有

秩序的方向转变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路径。

3．4 健全信息共享参与机构内部IQM的规

章制度

从IQM的约束功能看，应包括：(1)技术标准：

解决数据处理的规范问题；(2)岗位职责：主要明

确各管理部门、岗位及人员责任、权利、义务等；

(3)业务管理：包括管理目标、业务流程、操作规程

等；(4)监督控制：主要解决强化约束的问题，包括

上下级之间、相关数据生产环节之间、专业技术人

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制约的措施和方法等；

(5)预防教育：包括对人员进行IQM等方面的培

训，提高信息质量意识，制定培训教育的目标、措

施及方法；(6)激励制度：制定相应的考核、激励办

法，明确奖惩标准、形式和方法。

3．5 完善共享信息生产过程中IQ监测控制

方法、手段

(1)信息生产过程监测关键环节的确立，要

在这些环节上推进标准化和规范化，按照统一的

规程传输、加载和处理，使数据能够可逆追溯，方

便还原数据；(2)建立相应的内、外部日常监测程

序和措施；(3)建立IQ监控规程，制定数据质检

规则和标准；(4)采用先进的IQ检测技术和手

段，如借助IQ检测软件应用于规则发现和数据

分析、合法性评价、数据更正、转换控制、数据错

误防范等。

3．6 加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素质建

设。进行信息质量管理的培训工作

推进IQM工作需要一支既具有深厚的学科背

景，又熟练掌握IT技术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

伍，这支队伍不仅需要理解科技信息数据库的内

容，准确把握科研人员、重大科研项目对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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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并能根据需求，组织对科技信息进行必要

的质量控制和监督评价，建立IQM制度，组织跨学

科领域的信息整合和IQ控制，而且需要与学科领

域的数据库建设与服务人员密切合作，加强信息

质量的沟通反馈工作，为用户提供主动式数据服

务。故应重视对相关人员的IQ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IQ的有关政策、标准、IQ管理与评价的方法与

工具、IQ问题的解决方案等。

3．7 建立IQ问题反馈制度，重视用户的信

息质量反馈

一般来说，对于已经整合、集成、存储的数据，

其内容方面的质量问题只有在被数据生产科研人

员或信息用户使用时才能被发现并纠正，也只有

用户在使用数据，进行数据链分析和挖掘时，才能

深入研究数据信息，才能发现数据信息的细微质

量问题。因此，应重视数据生产科研人员或信息用

户的信息质量反馈，建立问题反馈的畅通渠道，要

根据数据生产科研人员的意见建立内部信息反馈

流程，修订数据，并根据信息用户意见建立信息共

享平台的反馈机制，及时复查和更正数据。这是因

为从质量角度看，信息管理者通过科技信息共享

平台系统了解、获取信息用户对信息的质量要求，

以此要求转化成平台系统质量要求，进而向数据

管理人员、数据生产人员传达这些质量要求，以便

从源头就建立起基于信息用户驱动的质量控制标

准。

3．8 通过IQ改进项目的实施，推广IQ改进

技术

在信息共享参与机构完成IQM框架等基础性

工作后，可选择有针对性的IQ改进项目开始试

点，根据已知的和潜在的IQ问题的类别、范围、重

要程度等，列出关键的IQ改进项目的优先次序，

从中选择3—5个关键项目作为IQ改进活动的试

点项目。由负责IQM工作的专门机构，为每个IQ

改进项目成立一个改进小组，负责项目的实施。各

小组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汇报IQ改进的进展

情况，互相交流经验，以确定本组织IQ改进项目

的实施程序，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渐推广，稳步

发展。

3．9 建立重视信息质量的企业质量文化

企业质量文化是一种以企业全体员工追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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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工作和高质量的产品或高质量的服务为核

心的企业文化。它是一种崇尚质量、追求卓越、注

重管理和对用户负责的现代意识和文化环境，通

过文化的渗透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人的质量价

值观。企业质量文化的建立可以使组织和员工树

立科学的质量价值观，把信息质量放在优先地位，

使全体信息共享参与员工在质量和用户第一这个

共同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凝聚到一个统一的努力

方向，以保证信息质量。一个重视信息质量的企业

文化能使信息共享建设机构内部IQM战略的实施

必将事半功倍。企业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将一

个组织的IQM的方针和目标以及形成的一套系统

的信息质量管理体系，通过质量管理机构和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植根于日常数据生产、数据加工

处理、数据整合、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数据生产管理

过程实践中。

3．10 对信息共享参与机构的IQM进行持

续改进和完善。使IQM制度化、标准化、正规化

当微观组织机构的IQM逐渐成熟后，就可以

编制IQM管理手册使管理内容实现标准化、程序

化。IQM管理手册的内容包括：组织的信息质量管

理指南、概念、定义及程序等。实施IQM需要坚持

不懈，微观组织应为IQM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足

够的资源和技术支持。组织的高层领导必须起到

坚定的带头作用，要克服IQM推行过程中的轻视

和怀疑态度，组织应进一步在全员范围内开展

IQM，广泛宣传IQ的重要性和意义，持续不断地在

全组织内传递有关IQM的信息。通过一个个IQ改

进项目的成功实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IQM机制，

并且使其制度化和标准化。

4 结语

在实施科技信息共享的过程中，信息质量越

高，内容越丰富，共享程度就越高。客观、完整、及

时、准确、系统地提供高质量信息和反馈服务，将

成为共享实践中有效管理和提高共享信息效用价

值的先决条件。如何提高信息共享建设机构中

IQM水平，确保其在信息共享环境下提供高质量

的科技信息资源成为目前我国科技信息共享建设

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只是针对科技信

息共享建设机构信息质量管理提出了一些对策和

建议，从信息共享建设的微观组织质量管理角度

展开研究与思考。而在科技信息共享建设中完整

的IQM不仅要求信息共享建设机构转变信息质量

管理观念，调整质量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建立新的

信息质量管理框架，而且要求政府在信息共享建

设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完善相关管理法规、标准

规范以及IQM的评价考核体系等。只有加强这两

方面的管理，才能更好地提高科技信息共享建设

中信息质量的管理。

【ll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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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haring Construction Agencies

Song Liron91，Chu Junlian92

(1．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38)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Lanzhou Commercial College，Lanzhou 730020)

Abstract：The information quality(IQ)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haring is the premise for

sharing development，and a necessary guarantee to materialize the value of shared information．See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IQ problems have been a sticking—out obstacle in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and lack of

a perfect and systematic information quality management(IQM)system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shared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bad quality．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auses of the poor IQM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haringment，and then puts forward view points about how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QM

of information sharing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s．It includes IQM strategic planning，IQMM model setting up，

IQM duty and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ment，control procedures improvem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novation，personnel IQ training，and 80 on．

Keywor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information quality management(IQM)，science and tech·

nology information sharing，information quality，information sharing

首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

本刊讯由“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论坛”(以下

简称“期刊论坛”)组织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中国科

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

图书馆和《图书情报知识》编辑部共同承办的首届

“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论坛”，于2009年6月

11一13日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

自治区的3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期刊

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邱均平教授主持，本届“期刊

论坛”执行主席、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教授致

欢迎辞。“期刊论坛”主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

长、中国期刊协会石峰会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

报刊司董毅敏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杨震林

博士、湖北省期刊协会会长黄国钧等领导出席了会

议并讲话。

本届“期刊论坛”为期两天，采取大会报告与

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举行了19场大会

报告，50多人在分会场作了报告或发言。其内容涉

及中国期刊质量的现状、水平和问题；中国期刊质

量标准的研制和执行问题；中国期刊质量保障体

系的建设问题；中国期刊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估结

果的利用问题；中国期刊质量管理的主体、职责、

机制和管理办法；如何提高我国期刊质量的战略、

策略和措施；等等。通过深入研讨与广泛交流．与

会代表达成了共识：(1)建立了“期刊论坛”的长效

机制，要求将“期刊论坛”坚持办下去，努力办成我

国期刊界权威的、有影响力的论坛品牌。(2)质量

是期刊发展的生命线，“以质量求发展”是各种期

刊发展的正确的战略选择。(3)期刊评价不是目

的，只是手段，是提高期刊质量，促进期刊发展的

必要的重要手段之一。(4)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

研究中心提出的“分类评价、分级管理”的思路有

利于建立期刊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期刊评价应

当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等观点得到

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和响应。

《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论坛》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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