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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信息分析与预测的基本概念、原理、理论、方法等内容，包括绪论以及信息分析与
预测的程序、方法和专题研究三个部分。
绪论概述了信息分析与预测的基本概念、功能、作用、特点和历史进展。
程序部分介绍了信息分析与预测的基本程序，包括课题选择和计划；信息搜集；信息整理、评价和分
析；信息分析与预测产品的制作、评价和利用。
方法部分介绍了几种典型的定性、定量和半定量方法。
专题研究部分以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经济信息、市场信息、竟争情报和社会科学信息的分析与预测为
代表，对信息分析与预测的特点、内容以及某些专用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可供高等高校信息管理类各相关专业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亦可供信息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各业
的管理者、决策者、信息人员、研究与开发人员、市场营销人员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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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口头信息源    口头信息实际上是一种零次信息，它源自各种讨论会、观摩会、展销会、座
谈会、参观访问乃至个人之间的接触或电话交谈。
1965年，卡尔森对美国国防部工程师3 400人次的信息查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31％的信息来自口
头信息源。
俗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口头信息的作用。
口头信息有以下优点：    ①内容新颖、传递迅速。
据统计，口头传递的信息约有80％是刚刚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参加一些重大会议、与在某一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专家学者交谈，往往能及时获取有关领域的前
沿动态信息。
    这些信息大部分以面对面或电话的方式直接传递，省略了累积、深思熟虑、编辑出版和发行的时间
延迟。
具有无与伦比的信息传递高速度。
    ②含有文献信息源所没有的信息。
通过口头信息源，人们可以获得许多在文献信息源中找不到的信息，这有三种情形：第一，信息是容
易记录的，但却暂时来不及记录或不适合记录；第二，信息是难以记录的，如发言者说话时的语气以
及面对面方式中发言者的手势、面部表情、其他听者的反应等；第三，信息是临时生成的。
发言者受当时语言环境、听众反应的影响，往往能临场发挥，产生出许多有用的信息，有些甚至是智
慧的火花，能够导致伟大的发现和天才的创造。
如本书第六章将要介绍的头脑风暴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生成这类信息的方法。
    口头信息的缺点是：    ①俏息容易失真。
口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
或多或少地都要经过几次语义和语用的转换。
原因在于听者通常不是被动的听众，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察官观色并对发育者传递来的信息进行改
进（如加入一些由动作或语境传递的信息、减去一些自认为是无用或错误的信息、加上一些启认为应
该加入的信息），然后再将改进后的信息又传给其他听众。
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曾做过这样的试验，让一组被试人员一传一地将一句口语进行传递，当最后一名被
试者说出所昕到的信息时，竟与最初发出的信息完全不同。
    ②信息搜集困难。
口头信息是非记录信息，其搜集至少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发言者必须正在发言；二是信息搜集者必
须是听众，要亲临口头信息交流现场。
然而，由于时、空以及其他物理障碍的限制，信息搜集者很难做到事必躬亲。
口头信息搜集一般只能就近或顺便搜集，电话等现代通信工具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信息搜集空
间，但它仍改变不了口头信息搜集困难的局面。
    ③信息保管困难。
非记录性决定了口头信息是难以保管的。
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中，就有许多文化信息因为没有记录而消失了。
弥补的办法只能是设法利用纸和笔、录音机、录像机等辅助工具将这些口头信息记录下来。
    ④信息传播范围小。
面对面方式的口头信息传播范围是很小的，通常只能在10米以内有效。
远距离的传播不得不依靠众多的“传信者”支持，这不仅会增加负担，而且会造成信息失真。
电话等现代通信工具的使用使口头信息传播范围有所扩大，但仍无法与文献信息源相提并论。
  （2）实物信息源  实物信息是指以实物为载体的信息。
这里的“载体”与一般意义上的载体有所不同。
一般意义、上的载体，如纸张、磁盘、光盘等，其使用价值主要体现于承载信息上，其价值是通过信
息消费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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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物信息载体的实物有双重使用价值，一是体现于承载信息上，二是可以直接用于消费，满足人
们的物质需求；其价值的实现，因消费者消费偏好和目的的不同而异，通常情况下，有一部分可以通
过信息消费实现，另一部分可以通过对实物本身的消费而实现。
可以看出，能够成为这类载体的实物主要是一些值得开发、仿制和使用的机器、仪表、零部件、元器
件、标本、种子、苗木、试剂等。
    实物信息之所以能成为信息分析与预测活动的信息源，是因为其加工、制作凝聚了人类的思想、知
识和智慧。
通过对实物材质、造型、规格、色彩、传动原理、运动规律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利用反求工程，人们
可以猜度出研制、加工者原先的构思和加工制作方法，达到仿制或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目的。
    实物信息源主要有以下优点：    ①信息成熟、可靠。
实物所承载的信息本身已经经受实践的检验，而不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设想或实验室里的产物。
因此，只要条件相似，人们至少可以达到按此信息仿制实物的目的。
    ②信息内容丰富。
实物所承载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有时对同样一件实物，科研人员可以从中挖掘出一个科学的原理或理
论，技术人员可以从中琢磨出加工、制作的技术和诀窍，艺术家可以从中发现美感，市场营销专家可
以探测出市场的走势，经济分析学家可以分析出研制、加工者在加工、制作过程中对经济性的深思熟
虑⋯⋯这些信息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
    实物信息源也有许多缺陷：    ①信息挖掘困难。
一般来说，实物信息有显在和潜在之分，显在的信息容易获取，如实物的色泽、外部造型、外包装等
；但潜在的信息通常难以挖掘，如实物的制作工艺、技术要求和指标以及其他一些十分关键的技术诀
窍，这些信息本身都具有隐蔽性特点。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出于贸易保护的需要，研制者还往往人为地加大隐蔽力度，这对信息分析与预测
人员丽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从实践上看，潜在的信息往往又更有意义。
    ②信息搜集、保管、传播困难。
实物载体（如一台机器）在体积、重量上一般要比文献信息载体（如纸张、磁盘、光盘）大得多，而
且形态、性质、寿命、特点各异，无统一的规格，因此其搜集、保管、传播都是相当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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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信息分析与预测是以对已知信息的内容进行整序和科学抽象为主要特征的一项信息深加工活动， 
目的是为了获取增值了的、具有决策支持作用的信息分析与预测产品，以便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
源。
从]95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前身）创建以来，四十多年时间
里，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信息分析与预测工作和管理模式，并且为我国各个
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信息分析与预测也因此形成为一门新兴的实用性很强的
科学学科，成为我国学科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目前。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论是宏、微观决策活动，还是研究与开发、市场开拓活动，都离不开信
息分析以及建立在信息分析基础上的对未知或未来信息的科学预测。
可以这么认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里。
开展信息分析与预测活动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乃至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信息分析与预测同我国信息界早些年的“情报研究”提法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但与情报研究相比。
它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产品特点等方面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研究方
法上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定量化方法和半定景化方法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应用，在产品特点上更加突出
地强调了信息分析与预测产品的预测性和前瞻性色彩以及高附加值，并着重强调它对现代科学决策、
研究与开发和市场开拓活动的信息支持作用。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系从事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的基础上按照高等教育面向21
世纪信息管理类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要求撰写而成的。
全书分绪论以及信息分析与预测的程序、方法和专题研究三个部分，涉及信息分析与预测的基本概念
、原理、理论、方法等内容。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信息管理类各相关专业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亦可供信息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各行各
业的管理者、决策者、信息人员、研究与开发人员、市场营销人员等参考。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广泛吸取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参考和引用了大量相关的文献。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导师马费成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详细审阅了写作大纲及全部书稿，并
提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导师焦玉英教授自始至终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鼓励和帮助。
南京理工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郎诵真副教授不远千里惠寄了宝贵的资料。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武汉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何皓同志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责任编辑曾建华同志付出了
大量辛勤的劳动。
借此书出版的机会，作者谨向这些原文的作者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的撰写与编辑出版的同志表示
由衷的感谢。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严亚兰。
她不仅对本书的内容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全部书稿的计算机文字录入和图表制作工
作。
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给予了关心、理解和支持。
    信息分析与预测是一门正在开垦的新兴学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需求的不断
变化，其中需要脱胎换骨甚至全新补充的内容还很多，作者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疏漏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查先进                                                               2000年1月                                                    
        于武昌珞珈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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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