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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信息分析丛书》的一大开篇之作，从国际视野出发，对信息转化活动，即信息分析的若
干基本问题，如信息分析的基本概念、重要意义、理论基础、方法体系、国外经验、国内发展状况加
未来趋势进行了相当概括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市场研究、技术经济分析和
竞争对手分析等信息分析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剖析，对于了解、把握信息分析工作的基本
态势和总体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师生教学和参考之用。
同时，也可供企业界、情报界、咨询界、教育界的信息分析、竞争情报、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战略
管理和软科学研究从业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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