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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信息资源的含义、类型以及信息化社会的生存策略。
第二章阐述了信息资源在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与民族地
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第三章介绍了民族地区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历程、基本特点及其发展现状。
第四章提出了建立与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体系的总体思路。
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对民族地区信息市场、信息产业运营策略和
运行机制及其发展对策，旨在为建立与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体系提供
方法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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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和平，男，蒙古族。
1965年7月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
1985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图书情报专业。
现任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馆长，大连民族学院中国民族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辽宁省图书
馆学会、大连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致力于民族文献学、民族图书馆学与“红山文化”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
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连民族学院教学改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参加国内外研究课题多项，多次
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出版著作20余部，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荣获国家、省、市科研成果奖励2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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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信息资源　　第二节　信息资源　　一、信息资源的含义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信息与物质、能量并列地成为维系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而且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和重要
性与日俱增，逐渐成为支柱性资源。
物质资源为人类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能量资源为人类提供各种各样的动力，而信息资源则为人类提
供知识和智慧，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信息资源的含义十分广泛，从广义角度，信息资源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积累起来的有序化的信息
集合、信息加工者、信息技术及信息机构等一切信息活动要素的集合。
其中，有序化的信曼集合是信息资源的重要构成要素，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主要是由信息集合来体现
的，但信息集合价值的实现却离不开信息的加工整理者、信息的存储、信息的传输等信息技术的综合
作用，因此从广义上理解，信息资源是由一切信息活动要素综合配置起来的一个信息系统。
　　从狭义角度，信息资源是人类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过加工处理而有序化的信息集合，
亦称信息源。
　　二、信息资源的类型　　1．按性质划分　　信息资源可分为自然信息资源和社会信息资源两类
。
前者产生于自然界，包括生命信息、地质信息、地理信息、气象信息、海洋信息、宇宙信息等；后者
产生于人类社会活动中，包括政治信息、经济信息、科技信息、军事信息、文化教育信息、法律信息
、生活信息、医疗卫生信息等。
　　2．按载体形态划分　　信息资源可分为文献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源、人脑信息资源。
　　文献信息资源包括印刷型、缩微型、电子型、声像型等。
　　实物信息资源包括自然实物信息，如地球、山川、河流等天然物质中的信息资源；人工实物信息
，如古文物、建筑物、碑刻等经过人类劳动，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
　　3．按开发程度划分　　信息资源可分为零次、一次、二次和三次信息资源。
　　零次信息资源是指未经过加工和组织的原始信息资源，处于分散、无序状态，通常以实物、谈话
、讲演、手稿、日记、录音、录像等形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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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库：民族地区经济信息资源论》是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
展问题的第一套丛书。
该丛书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五个自治区
为研究平台，以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主线，在对我国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
经济发展现状、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这一主题，抓住了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生态建
设、边境贸易、旅游业、特色优势产业、经济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9个重大
问题，研究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分析透彻、结构严谨、系统性强，应用了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资
源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创新学等学科知识和原理，以大量翔实的数
据，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论证，创新多，有前瞻性，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际应
用价值。
《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库:民族地区经济信息资源论》为该套系列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了信
息资源、信息资源与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民族地区信息资源建设、建立与民族地区经济
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体系等内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地区经济信息资源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