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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资产是组织所掌握或控制的、能够为组织带来经济利益的、与组织信息相关的一切资产。对信息资

产进行识别有利于组织实施有效的管理。在讨论信息资产特征的的基础上，提炼和优化信息资产识别指标，构建信息

资产识别表，制定信息资产识别步骤，为信息资产的识别提供了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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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lemma deals with that information asset is all assets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bring benefit for 
it, and predominated by it. It analys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formation asset recognition. After 
these, the authors refine and option the indexes of information asset recognition, construct the chart of information 
asset recognition, and make the steps of information assets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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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资产是“信息”和“资产”的一个合成

词。 根据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的信息定义 [1]以及国内外会计学界关于资产含义解

释 [2-5]的分析，笔者界定了信息资产的定义，即：信

息资产是组织所掌握或控制的、能够为组织带来经

济利益的、与组织信息相关的一切资产，包括有形

的和无形的。其中，有形信息资产包括企业人员信

息、经营信息、文件、规定等以文本或纸质材料存

在的信息；无形信息资产指未存在于有形介质上的

信息，包括企业文化、员工知识等。对信息资产进

行识别，是指在组织所掌握的各种信息中，识别出

哪些属于信息资产。信息资产识别有以下意义。

（1）加强组织资产管理的需要。相对于物质资

产而言，信息资产由于其出现或者说被认可的时间

较短，并且其存在具有隐蔽性，大多依附于其他的

实物介质而存在，这就为信息资产的识别带来了困

难，也就导致了信息资产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难以

得到有效的管理。因此，要想对组织的资产（不论

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进行良好的管理，就必

须明确组织的信息资产有哪些、其存在的形式如

何、存储在哪些介质上、内容是什么、时效性如何

等。只有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对组织的信息资产

有清晰的了解，也才能更好地管理组织的信息资

产。

（2）防止组织信息泄露的要求。当今，每个组

织都在努力从各种途径获取需要的信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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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部分是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因此，加强

反竞争情报工作，防止组织内部信息被竞争对手获

知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信息资产有严格的保密

管理，明确哪些信息是不能对外公布、哪些信息可

以在内部流通。显然，如果没有先对信息资产进行

识别，信息资产的管理和保密则无从谈起。因此，

本文对信息资产识别的研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信息资产识别指标

对于信息资产的识别，要遵循严格的步骤，

首先，要对组织所掌握的可能是信息资产的所有资

产进行分析，可以将其与信息资产识别指标进行比

对，将符合资产识别指标的进行标识。其次，要将

各潜在信息资产根据对照结果进行信息资产分类。

再次，根据各自不同的类别，为其赋予不同的权

值，按照所赋予的权值进行排序。最后，依照权重

大小自上而下地为信息资产进行排序，保存在信息

资产表中。同时，还要定期地对信息资产进行再识

别。信息资产识别过程如图1所示。

根据已有的研究方法，信息资产识别指标可以

包括以下项目。

图1  信息资产识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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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和客户信息。包括组织所处的市场环

境及客户信息，如产品或服务所处的市场环境、最

新发展动态、组织产品或市场占有率、当前主要竞

争对手、产品或服务的优缺点以及客户分类、客户

的需求及客户满意度等。

（2）产品信息。包括自己产品以及竞争对手或

相关替代产品的信息 [6]。

（3）专家知识。主要指行业内相关的专家信

息。国外学者的调查证明，专家知识被认为更有价

值，因为它们更值得信赖 [7]。专家长期对其进行研

究并积累了许多经验，在处理行业问题或看待事情

方面具有其他人所不及的优势。

（4）业务流程信息。是关于组织的工作如何进

行、按照何种顺序开展的信息。现代商业运作流程

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各流程都需要众多的制度

性信息，并且都会产生众多输出信息。

（5）管理信息。包括组织管理活动的一切信

息。

（6）人力资源信息。包括员工人数、联络信

息、工资信息、考勤信息、档案信息、招聘信息、

人员流动信息、员工培训、职能测评等。

（7）供应商和零售商信息。包含了企业生产的

上游和下游信息，如供货的合同、协议、产品价

格、物流等。

（8）责任信息。主要是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以

及一些与管理运营活动相关的法律条例等。

（9）电子数据。包括数据库以及存在于其他载

体上的各种数据资料、系统文档、电子音像资料以

及办公电子邮件的内容等。

（10）软件。包括各种应用软件（如数据库软

件）、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驱动程序、各类专门

软件（如财务软件）、计算机保护软件（如防病毒软

件、防火墙）等。

（11）硬件。是指与计算机等现代管理、办公

相关的一切设备，主要包括计算机、备份存储设备

等。

（12）实体信息。是指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数据

信息，包括各种文件、合同、传真、电报、财务报

表等的纸本以及各类材质的资质证书等。

（13）办公设施。指办公室里的相关设备，如

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保险柜、碎纸机、传真

机、文件柜、照明系统、空调等。

（14）安防设施。指安全防护的各种设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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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软件、防盗门、门禁卡、读卡器、录像机、摄

像头、消防设施等。

（15）人员。组织的人员信息，包括组织内所

有人员的信息。

（16）服务。维持组织后勤服务的各种相关设

备及信息，如供电系统、供水系统、通讯系统、制

冷（暖）系统、物业、安保服务等。

（17）其他。如企业形象、企业 logo、专利、知

识产权、客户关系等。

在以上众多信息资产识别指标中，对于含义

相同的指标，要去除重复部分；对于相互包含的指

标，可去掉被包含部分。

因此，人力资源信息及人员信息可合并为人

力资源信息；业务流程信息可纳入管理信息；电子

数据和实体信息可合并为数据指标；硬件、办公设

施、安防设施可合并为实物设备；客户、供应商、

零售商可合并为利益相关者信息； 市场信息以及产

品信息可合并为环境信息。

经过上述的去重以及合并，得到了更加简练

的识别指标，包括环境信息、利益相关者信息、专

家知识、管理信息、人力资源信息、责任信息、数

据、软件、实物设备、服务及其他。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信息资产识别的各项

指标都比较简单明了，因此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优

化。当信息资产不断发展，形式不断变化，通过名

称不能或者难以准确辨别其内容时，就需要使用更

为严格的方法（如条件广以方差极小法）[8]进行优

化，目的是最终使各指标的交集为零，且并集为整

体信息资产。

3 信息资产识别表

通过上述分析，根据已得到的信息资产识别指

标，可以建立一个二维表（表1）。根据表1中的各

项指标，可按照组织的实际情况对相应信息资产进

行划分。

关于各项指标的权重，本文通过设计问卷进

行了专家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式，由专业人

士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然后计算每项得

分。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份，收回有效问卷48
份，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出了各项指标的权重（表2）。

表2中的权重是由受访者的打分得来的。企业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对

重要的指标赋予更高的权重，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合

理调整。

这里考虑的相关要素有两类：一是信息资产成

本价值，包括信息资产获取的难易程度，在信息资

产的获取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价格以及人力、物力

以及财力等的损耗；二是信息资产潜在影响。信息

资产不同于生产、销售等组织主要活动，它对于组

织运营活动的价值是辅助性的，是依附于其他活动

而发挥作用的。同时，信息资产对组织运营的价值

也很难立即显现，需要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看出。

表1  信息资产识别表

数据 软件 实物设备 服务 其他

环境信息

利益相关者信息

专家知识

管理信息

人力资源信息

责任信息

表2  信息资产识别表（赋权重）

数据 软件 实物设备 服务 其他

环境信息 0.038 0.035 0.031 0.036 0.025

利益相关者信息 0.039 0.035 0.032 0.037 0.025

专家知识 0.038 0.035 0.031 0.036 0.025

管理信息 0.037 0.034 0.030 0.035 0.024

人力资源信息 0.036 0.033 0.030 0.035 0.023

责任信息 0.041 0.037 0.034 0.039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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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信息资产的价值随着信息量的不断增多、相

关信息的补充以及对已有信息资产的更深入的了

解，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带来更高的效益。因

此，在识别信息资产时，不能仅看到眼前的价值，

要具有长远的眼光，看到平淡无奇的表面背后，信

息资产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

4 信息资产再识别

信息资产与信息资源一字之差，因此，信息资

产也具备了信息资源所具有的一些基础特征，比如

共享性、时效性等。但同时，作为不同的事物，信

息资产也具备自己特有的特征，比如增值性、创新

性和低安全性。

（1）共享性。信息资产可以同时被不同的员工

或部门使用 [9]。但是，信息资产的共享性并非没有

限制，信息资产作为组织的一种重要资产，不可能

像公开信息那样，可以随意被传播、复制，信息资

产的这种共享性只限于企业内部部门或员工之间。

（2）增值性。不同于物理资产的是，信息资产

不但不会随时间推移价值有所损耗，反而会因为时

间的变化、信息量的增多而产生更大的价值。信息

资产的使用不仅可以增加自身的价值，还可能为物

理资产带来一定的增值。将信息资产与物质资产紧

密联系起来，并加以综合的经营，会产生1+1＞2
的效果 [10]。

（3）时效性。对于一些流动性极强的信息资产

而言，如市场类信息资产，如果不能在最恰当的时

机进行开发利用，机会就会稍纵即逝，此后即使再

对该信息资产进行利用，也不可能达到最好的效

果，甚至可能会完全失去其效用 [9]。另外，在某个

时段看来没有效用或者效用很小的信息资产，经过

时间的推移、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更多相关信息的获

得，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4）创 新 性。 信 息 资 产 作 为 知 识 的 转 化

“物”，在复制和使用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被重复，

而是在不断扩张和创新，只有这样，信息资产才能

成为决定组织长期而稳定发展的动力源 [9]。因此，

在使用信息资产时，不应该简单对单一信息机械式

地使用，而应尽可能多地与相关信息相结合进行管

理和使用，不同的信息组合会产生不同的衍生信

息。

（5）低安全性。一般来说，信息资产经常处于

公共的介质中或处于流动状态。也就是说，信息资

产的复制成本较低，从而导致企业拥有和控制的信

息资产的安全性很差。低安全性是导致信息资产风

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为信息资产的管理带来了很

多困难。

综上所述，信息资产的增值性和时效性使得

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不同时

间，信息资产的价值会有所不同，并且，不同信息

资产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因此，对信息资产

的识别很有必要进行定期的再识别。

增值性使得信息资产的价值可能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及相关信息的增加而增值。在上一次识别过程

中认为不是信息资产或者价值很小的信息资产，在

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价值可能增加，而对于有些

信息资产，可能由于一时没有相关的信息而不能得

到很大的价值，但经过新的信息资产的收集，可能

会与相关的信息资产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更大的价

值。这时，如果没有对信息资产进行再识别，没有

对增值后的信息资产给予更多的关注，就不能使这

一信息资产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不能更好地发挥

其价值。

信息资产的时效性决定了信息资产只有在特定

的时间才拥有最大的价值。因此，要使得组织掌握

的信息资产都能在最合适的时间发挥最大的作用，

就要经常对信息资产进行再识别，在最正确的时间

使信息资产或信息资产组合发挥最大的价值。如果

想使所有资产都能发挥最大价值，则要求组织对资

产进行实时的不断循环的识别。但这样的识别过程

对组织技术环境要求过高，难以实现，同时，它的

投资回报率也许不是最高的。

因此，定期对信息资产进行再识别是非常必

要的。对于较新的信息资产可以将周期定为一周，

较久的信息资产的识别周期可定为一个月。同时，

对于时间过久的信息资产，要及时将其清除出信

息资产，而对于新获取的信息资产，经过信息资产

识别，可被及时存储在信息资产表中，这样可以节

约信息资产管理成本，也可以节约查找、使用的时

间。

5 总结与展望

信息资产作为一种重要的资产，在现实生活中

的意义日益凸显。本文对信息资产的含义、信息资

产识别的意义进行了说明，并且对信息资产的识别

（下转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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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走向知识创业，使得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在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中，除了关心新知识

生产外，更需要关心知识应用的“质量”和学术声

誉。学科内在的知识属性在解决重大问题时被“激

活”和“强化”，不再是单一地从事“知识传递”，

在一定程度上，大学跨学科研究不仅看重扩大“知

识生产”、“知识创新”，更看重“知识产业化”，使

大学研究真正作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使大学跨学

科研究组织成为知识创业的典范，成为人类社会进

步的“经济动力引擎”。而且，大学跨学科研究组

织走向知识创业的路径，便是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路径，能够实现知识产业化，满足工

业界对于知识的有效需求，便于学术界与产业界进

行合作，实现知识共享，将教育、科研和知识转移

有效结合，培养科技转化型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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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识别步骤进行了研究，构建出信息资产识别

表，并明确了信息资产需要再识别。但本研究还存

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信息资产识别表的全面性考察

和对识别表中各项指标赋值准确度的验证不够。无

论何时，信息资产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有待

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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