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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摘自《礼记?学记
》）。
古人治学讲究善学善问，而今我们已进入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更多的时候靠我们自己寻求知识
和答案，网络如同知识的海洋，善于在其中发现和捕捉有用的信息并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成为当
代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信息素养，信息素质教育也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
 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在高校开设已有20多年了，一直以加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具有竞争能力
的复合型人才为最终目标。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信息检索课程的内容也在不断进步和完善，《现代经
济信息检索与利用》便是为适应当前高等学校（特别是财经类学校）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目标，结合
理论性、实用性和新颖性原则编辑而成的一部信息检索课教材。
本书由上海金融学院图书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及江南大学图书馆的多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
教师分工协作而成，各取所长，力求全面、深入地反映当前经济类信息资源概貌及其检索方法。
本书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紧密结合当今网络技术与计算机检索技术状况，将现阶段大量经济类信息网络资源进行系统归
纳，内容新颖实用、语言精练、信息量大。
 第二，避免了大而全、大而泛的通用信息检索教材的弊病，内容专门针对经济、金融、管理及法律专
业，让学生对这些领域的信息检索与利用知识和技能有深入了解。
 第三，增加“知识产权”与“合理利用信息”内容，充实了我国现行教材中“信息道德教育”这一薄
弱环节。
 第四，教材内容与形式安排注重直观，其中附有大量检索原理图及检索界面示意图，帮助学生理解所
学内容。
 本书共9章，由喻萍老师构思、统稿，詹纯喆老师和谢蓉老师参与了全书大纲的修订和部分章节的审
阅工作。
各章具体作者为：第1章、第3章由詹纯喆老师编写；第2章由喻萍、赵厚宝老师编写；第4章由喻萍老
师编写；第5章由谢蓉老师编写；第6章由温晓雯、喻萍、李利老师编写；第7章由李利、彭奇志、詹纯
喆老师编写；第8章由李岩老师编写；第9章由喻萍、李琼、温晓雯老师编写。
 本书编写期间得到了参与单位的领导和教师们的大力支持，谨致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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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经济信息检索与利用》是为高校开设的文献检索课程所编写的教材，内容上主要针对经济
学、法学领域的大学生的信息素质培养。
对经济学科所涉及的现代信息资源、检索理论与技术做了详尽的描述，并介绍了知识产权及合理利用
信息等相关信息道德知识。
以现代网络信息资源为主，深入浅出，简洁实用。
　　全书共分9章，第1～3章阐述信息素质及信息检索的基础知识；第4章为WWW经济信息资源及搜
索技巧；第5～7章介绍国内外经济类图书、期刊以及特种文献数据库检索知识；第8章为法学领域的信
息资源检索专题；第9章对合理合法利用信息的相关知识进行了简要介绍。
《现代经济信息检索与利用》可作为高校经济类专业的“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教材，也可作为科学
研究者查阅资料、了解经济类网络信息资源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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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信息素养具有一定的体系结构，包括信息意识（意识层面）、信息道德（道德层面）、信息知
识（知识层面）、信息能力（技术层面）四个方面。
①信息意识是信息素养的前提，它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信息主体在信息活动中产生的知识、观点
和理论的总和。
它包括信息主体对信息的认识过程和评价过程。
能否意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和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是信息意识强弱的重要表现。
强烈的信息意识表现为对信息有敏锐的感受力、洞察力和持久的注意力，以及对信息价值准确的判断
力。
②信息道德是信息素养的保障，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
在信息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非直接的，缺乏直接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压力。
一个具有很高的信息技术的人，如果没有信息道德的保障，往往危害更大。
所以，一个具备良好信息素养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具备良好信息道德修养的人，具体表现为具有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勇于与社会的各种落后和丑恶的现象做斗争；遵守信息法律法规，勇于承担相应的
责任和义务；尊重知识产权和他人的劳动成果，保证劳动成果的科学性；自觉抵制网络犯罪，维护网
络安全等。
③信息知识是信息素养的基础，包括人们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工作和学习需要掌握的各类知识。
信息知识的内容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不断更新，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发展史、信息技术的特征、
信息文化基础、信息学基础、常用软硬件的使用、信息技术原理基础等。
④信息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科学劳动中搜集、加工、传递、吸收和利用信息
的一种潜在能力。
具体包括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分析能力、信息加工能力、信息创新能力、信息利用能力、信息的交流
能力等。
这些能力相互交错，在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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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经济信息检索与利用》：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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