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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可以用“三化”来概括，即：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因为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
随后的农业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使人类由靠“采集食物、
捕猎动物”为生走向以“栽培植物、畜养动物”为生，人类文明开始了“农业化”的进程。
农业革命发生以后，动植物的驯化或者说农业化，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民以食为天”，农业化不会结束，人类不会放弃农业生产，再回到原始社会，依靠大自然的施舍，
依靠捕捉小动物、采集食物为生，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化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农业化的水平不断提高。
1775年前后蒸汽机的发明开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人类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走向以“货物和服务的商业性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经济
，人类文明从而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化”。
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了第二产业的产业化，也有力地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业等的产业
化，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化学化等成为工业化的大农业的特征；工业革命还推动了第三产业的
产业化。
如金融业、保险业、运输业、教育业、零售业（如沃尔玛、家乐福等）、饮食业（如麦当劳、肯德基
等）等都向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在“货物和服务的商业性生产”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发明和引进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提高货物和服务
的商业性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工业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随着科学与技术革命的发展，工业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
不同的阶段，工业化的水平也不断提高。
工业化只有发展，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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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就国际、国内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以及近年来著者关于信息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介绍和讨论。
第一部分从全球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信息技术、当代信息革命、信息化、信息社会以及信息革命的未来
发展等基本问题。
第二部分结合我国实际讨论了国家信息化推进中所涉及的各种战略、政策、规划、技术、应用等重大
问题。
第三部分重点讨论了与信息化相关的治理问题，以及战略和战术层面信息化的有效管理。
第四部分讨论了以信息化所引起的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为基础，构造信息化学术研究的框架体系的可能
性。
    读者对象：各级政府官员，企业家，信息化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信息化工作者，大专院校学生
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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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宏仁，1962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系，1984年6月于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电机系获得控制科学博士学位。
现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20世纪60和70年代，在科研和工业部门从事系统工程研究，先后任课题组组长、专业组组长、型号线
负责人、工程师及高级工程师。
1984年10月起，先后任国家计委委员、经济信息管理办公室主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兼总工程
师。
1990年5月起，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跨区域高级顾问。
2002年2月起，兼任联合国信息与通信技术工作组高级顾问，以及上海、北京、河北等多个省市信息化
专家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
曾当选为四川省第六届省人大代表、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外事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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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现代信息技术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三）互联网阶段（网络计算阶段）1969年
出现的ARPA网被视为互联网的雏形，其初衷是建立一个供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研究人员共享各种理念
的计算机网络。
最早的ARPA网连接了美国的4所高等院校，即位于洛杉矶的加州大学（这是第一个节点），位于圣芭
芭拉的加州大学，斯坦福研究院和犹他州立大学。
1971年的时候，已有将近24个节点计算机连接在ARPA网上，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3年后，节点达到62个；而到1981年的时候，节点数已超过200个。
ARPA网是第一个采用“包交换”网络连接不同种类的计算机的网络，也是第一次使不同品牌、大小
、型号、速度的计算机之间可以进行数据（信息）的交换。
但是，ARPA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因为它连接的是主机，而不是网络。
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国家希望加入ARPA网。
ARPA网也进行了许多改进，以便适应计算技术网络化发展的需要，最终，使多种网络能够接入ARPA
网，从而铺平了互联网发展的道路。
1983年，ARPA网开始向公众开放，并于1984年分成为两个部分，即面向研究活动的ARPA网和用于军
事运作活动的国防数据网（DDN）。
1990年，ARPA网被更先进的、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建立的NSF骨干网所取代。
80年代，笔者在讨论信息化社会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自来水网、电网、煤气网是工业化社会的特征，
而信息网则是信息社会的特征。
它应该像自来水网、电网、煤气网一样，打开开关，信息就源源而来。
不同的是，水流、电流、煤气流是单向流向用户的，而信息流则是双向的：既包括流向用户的信息，
也包括用户向外发送的信息。
现在，这种信息网的基本框架体系已经形成，这种设想正在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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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化论》编辑推荐：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可以用“三化”来概括，即：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
。
农业革命使人类由“采集食物、捕猎动物”为生走向以“栽培植物、畜养动物”为生，开始了“农业
化”的进程。
“民以食为天”，农业化不会结束。
工业革命使人类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走向以“货物和服务的商业性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开始
了“工业化”的进程。
人类不会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工业化只有发展，没有结束。
信息革命是一场关于人类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革命，开始了人类“信息化”的进程。
信息化也不会结束，因为人类“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永远不会结束。
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不是相互排斥、“有你无我”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先一后、互相“断代”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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