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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人们对信息谈论很多，知识被它掩盖。
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
随着知识的“爆炸”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才看清知识的“庐山真面目”，原来知识与信息不是
一回事，它比信息更加重要，更有价值。
知识是资本，是第一生产要素，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制胜的法宝，是致富的捷径。
为此，我们需要把它从信息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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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经济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品使用价值的分配与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家法律规定，义务教育是免费的，但在许多地方学校乱收费的现象十分普遍。
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个家庭的儿童就不能上学，他（她）们就失去了掌握知识的机会
，就不能在知识产品使用价值的分配中获得他（她）受过义务教育后应当获得的那一部分。
至于上高级中学、特别是上大学，没有经济条件就更是无从谈起，而大学毕业已经成为掌握高级知识
的起码条件。
虽然现在国家采取了一些办法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大学，但这些办法都是在创造经济条件帮助他们
上大学。
知识产品具有共享性，人人可以上网学习，但没有计算机或网上终端就不能上网。
何况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你不交付一定的费用就不能得到你想要获得的知识
。
　　第五，专业分工。
对知识产品使用价值的分配来说，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古代，由于知识不多，自然哲学家都是全才。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不可能再有全才，所谓综合人才或复合人才，也只是了解几个专业的知识。
专业分工对知识分配的意义在于：一个人不必学习所有的知识，只需集中主要精力学习与本专业有关
的知识，这就可以大大缩短学习时间，把其他时间用于知识创新。
但这里的专业不是指传统的专业概念，而是指“宽口径、厚基础”的新专业概念。
由于知识的无限性和个人生命的有限性这对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学习还有排他性，在同一时间内
学习这种知识，就不能学习那种知识，学习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
今天，任何一个专业的基础知识不仅很多，而且更新很快，知识产品的分配会跟着发生变化。
另外，许多普通劳动者不需要高深的科技知识，将这些知识免费送给他们，由于看不懂’；也毫无意
义。
知识产品的分配与已有知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据调查，在环球网的用户中，工作直接与电脑有关的，占30.24%;在教育领域工作的占24.48%，专业人
员占20.61%，管理人员-9.95-%。
从有知识到有更多的知识，是一种良性循环。
　　2.使用价值分配的结果　　上面已经指出，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
我们知道，不同质的东西是不能相加的，这使使用价值的分配遇到了一个难题。
有没有办法测算使用价值分配的结果呢？
知识是具体的，针对某种知识开展抽样调查，可以大致了解个人对这种知识的掌握程度，假定许多人
掌握这种知识的程度相同（质的同一性），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得到企业、地区、部门、国家掌握这种
知识的人数。
对所有的具体知识开展这样的抽样调查，就可以知道在某个时期知识使用价值的分配结果。
　　知识产品在分配过程中是“各取所需”的。
现在我们来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以一小时的教课为例，假定教学内容对全班学生是100%需要的（含潜在需要），当一小时教学结束时
，吸收教学内容达90%以上的，只占少数；吸收教学内容在60%以下的也是少数。
换言之，知识潜在需求实现的程度是“两头小、中间大”。
推而广之，一个学期、一个学习等级和各个学习等级（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使用
价值的分配都是这种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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