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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从1959年雅各布马尔萨克发表著名的《信息经济学评论》算起，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出
现，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
随着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这门学科也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发展，直到逐
步成熟的发展过程。
今天，它已经成为经济科学中得到普遍重视的、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与进展的活跃的前沿之一。
只要举出1994年和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结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国内不少院校已经陆续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并已开设了研究生或本科高年级的有关课程。
许多同行认为，有必要编写一本教材，以便更完整、更准确地传播人类在这方面的知识成果，为我国
有志于这一领域的学子，提供一些帮助。
在他们走向信息经济学的浩如烟海的文献之前，有一个大致的轮廓。
本书就是为此目的编写的。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来说，40年的时间的确是非常短暂的，加上这门学科本身的丰富内涵和日新
月异的发展，对于其实质、内容、范围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毫不奇怪的现象。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一方面是与同行探讨，另一方面提供读
者在阅读与使用本书时参考。
　　首先，信息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经济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换句话说，不论外界环境对经济学科有多么大的影响或作用，这些外部原因都只是在与学科内部的固
有的、本质的要素相互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产生出具有生命力的分支或部门。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及社会在生产与交换中的行为和规律，包括个体（个人或企
业）、行业以及作为一个大系统的宏观经济体系。
在生产与交换的过程中，信息无疑是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要素。
信息的分布状况、流逝状况、应用状况显然直接影响到个体、群体以至系统全局的行为与规律。
只不过生产与交换的范围还不够广，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对此还没有切
身的体会与认识。
即使一些敏感的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并未引起普遍的重视
，也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把原先处于现代商品经济之处的上十亿的人口卷进了统一的全球市场，行业与地区的分工
得到空前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另一方面，各种物质财富的有限性日益为人类所认识，土地、矿产、能源已经不再像我们的前辈那样
，被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自然的赐予物了。
人类必须学会合理地安排与使用有限资源，这已经成为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紧迫问题。
这两方面事实的自然而然的推论，使信息的作用与地位大大增强了。
与物质因素相比，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应用，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显得重要。
如果说，在几十年之前，人们还可以在信息完全的假设下，比较抽象地讨论经济规律的话，那末在今
天的实际生活中，这种做法与现实的差距已经绝对无法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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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信息经济学教程》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信息经济学的主要
内容，包括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系统经济学。
微观信息经济学，也称理论信息经济学。
它是从信息分布的不对称出发，对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
其要旨在于对现实经济生活的深入认识与理解。
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以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系统的角度，探讨经济体系发展的测
度、道路、方向及策略等问题。
信息系统经济学则以各级各类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为背景，研究其中的成本、效益、费用以及产品
、价格等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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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系列教材：信息经济学教程》可作为大学财经管理专业
本科生的教材及广大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的重点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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