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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人类社会完成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整体飞跃的伟大时代。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社会信息资源的科学组织、建设、管理及有效开发和利用，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共
同任务，而且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上自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下到
每一位社会成员，其社会生存和社会发展实力完全系乎于此。
因此，信息管理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实践价值和现
实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管理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不久便形成了关于信息和信息资源管理
理论的研究热潮。
我国在稍后不久也分别从经济信息管理、文献信息管理和管理信息系统等不同的角度开展了这一领域
的研究。
1998年10月教育部新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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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信息经济学》重点介绍了信息经济的基本理论、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信息商品市场、
信息资源配置、信息产业、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信息技术与现代企业、信息经济测度理论与方法、
信息经济的效益评价、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问题。
内容丰富、新颖、注重应用，实用性强。
　　《应用信息经济学》可作为大专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情报、档案等专业的教材或教
学参考书，也可供信息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图书情报工作者、企业管理干部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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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人类生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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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归纳信息的基本性质：　　（1）普遍性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
，运动的物质都产生和带有信息。
信息无所不在，物质的普遍性以及物质运动的规律性决定了信息的普遍存在性。
信息既存在于有机界，也存在于没有生命的无机界。
　　（2）客观性　　信息的存在是客观的，它导源于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的两大特性。
从有人类存在以前乃至今天，人类以外的各种生物就利用着大自然界无穷无尽的信息资源。
信息的客观性还表现为它是以物质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即使主观信息，如决策、判断、指令、计划
等，也是以客观信息为“原料”，受客观实践的检验。
　　（3）无限性　　信息与本源物质以及物质的运动形式一样，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物质的层次也是无限的。
在人类生存和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随时都在交流、产生和处理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所掌握和涉及的信息的内容和范围在扩大，信息量也在无止境地增加。
物质的边界是无限的，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也是无限的，人的创造能力也是无限的。
信息的多样性、衍生性是信息的无限性的重要特征。
　　（4）依附性（载体不可分性）　　任何信息都是以某种（类）物质的特定的运动形式表现出来
的。
因此，信息必须依附于物质载体而存在，需要物质承担者，它自身不能独立存在和交流，这是信息对
物质依附性的绝对性。
然而，尽管如此，信息对物质的依附性也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表现在：一方面同种意义的信息可以
借助不同的物质的运动形态来构成，不同种意义的信息又可用同一种物质的运动形态来表示，信息在
变换物质载体时的不变性保证了信息对所要依附的物质载体的可选择性；另一方面，复杂的信息，可
以借助于某种物质运动形态的多变特性而构成。
信息对物质的依附性的相对性是信息具有可传递性、可存储性、可处理变换性等的基础，是能够得到
实际利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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