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经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网络经济学>>

13位ISBN编号：9787121096853

10位ISBN编号：7121096854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盛晓白  编著

页数：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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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经济学>>

前言

信息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国信息化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信息技术对
提升工业技术水平、创新产业形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息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发展方式的“转换器”、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作为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决策咨询机构，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一直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同志的要求就信息化前瞻陛、全局性和战略『生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愈发认识到，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所具有的知识密集的特点，决定了人力
资本将成为国家在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大量培养符合中国信息化发展需要的人才已成为国家信息
化发展的一个紧迫需求，成为我国应对当前严峻经济形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在信息时代
参与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关键。
2006年5月，我国公布了《2006-201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提出“提高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造
就信息化人才队伍”是国家信息化推进的重点任务之一，并要求构建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的信息化人才
培养体系。
为了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一直致力于通过讲座、论坛、出版等各种方式
推动信息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2007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联合教育部、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了“信息化与信息
社会”系列丛书编委会，共同推动“信息化与信息社会”系列丛书的组织编写工作。
编写该系列丛书的目的，是力图结合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实际和需求，针对国家信息化人才教育和培养
工作，有效梳理信息化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体系，通过高校教师、信息化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
相互交流和借鉴，充实我国信息化实践中的成功案例，进一步完善我国信息化教学的框架体系，提高
我国信息化图书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毫无疑问，从国家信息化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带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基础性的工作，是贯
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国家的信息化人才教育和培养工作，加强我国
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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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网络经济学”课程的教材。
网络经济学是电子商务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研究网络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基本规律，为学生进一步学
习其他课程、系统掌握电子商务知识体系打下理论基础。
　　本书重点介绍网络经济的微观原理，适当兼顾网络经济的宏观分析和实际运用，研究内容包括导
论、需求分析、供给分析、经济运行法则与企业组织的变革、垄断与竞争、网络经济的宏观分析、网
络经济与全球化、网上创业与创业资本、知识与知识价值。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工商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或参考资料，也可作为关注
新经济、新技术发展的学者、管理者和业界人士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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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晓白，安徽芜湖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教授。
现任教育部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管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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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物流、货币流和信息流的相互关系信息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大的
作用。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说：“如果说前工业社会的财富是土地，工业社会的财富是资本，那么后工业社
会（信息社会）的财富就是信息。
谁具备了先进的信息技术，谁就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也就能得到更多的财富。
反之亦然。
”一项经济活动可以看成是由物流、货币流和信息流所构成。
物流、货币流和信息流的相互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其中，信息的地位尤其重要，它是判定一个经济社会效率高低的决定性标志。
人类社会依次经历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网络经济等经济形态。
由于信息的地位逐步提高，其效率和生产力水平也呈现着依次递进的态势。
1）游牧经济在游牧经济中，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很少产生剩余产品，只存在着简单的物物交换，
而且只局限于邻近部落之间。
很少有物流，没有货币流，信息流几乎为零。
由于没有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空间障碍和时间障碍几乎无穷大。
这时，没有货币流的参与，物流和信息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结合在一起的。
当达成交易的信息沟通后，物流在同时、同地发生。
在上述诸因素的作用下，游牧经济中交换活动的范围是非常狭小的，只在两个部落偶然相遇时发生。
2）农业经济农业经济是一个以物流为中心的经济，是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
在农业经济中，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有了较多的剩余产品，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了互通有无。
金属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开始出现。
在农业经济中，物流、货币流和信息流都比较充沛，但以物流为主。
这时，传递信息的工具是马车和帆船，交换的范围是马车和帆船的有效活动范围。
与游牧经济相比较，农业经济的空间障碍和时间障碍大大缩小，出现了区域性市场。
由于缺乏快捷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人们难以获得外界信息，既缺少交换的渴望，又缺少交换的条
件，这就使得生产和交换的扩张受到了很大限制。
一切使信息的收集、传播和利用发生重大变化的活动，都会促进交换的发展。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经济学>>

编辑推荐

《网络经济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信息化与信息社会”系列丛书之高等
学校电子商务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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