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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期，数字电子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信息技术革命。
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主体的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还是一场产业革命。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技术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信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出现。
这次产业革命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作为一种资源的信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本国策，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像组织大工业生产一样来组织大规模的信息活动，此举极大地推动了信息产业化的
进程，并在传统的农业产业、工业产业、服务产业之外又催生了一个新型的产业——信息产业或第四
产业。
事实上，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服务产业）已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支
柱产业和第一大产业，这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从工业社会迈人信息社会。
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起主导作用的物质和物质活动开始让位于信息和信息活动，信息成了信息社会中的
战略资源，而一直居于从属地位并呈隐性状态的信息活动则成了信息社会中人们的基本活动乃至主要
活动。
我们知道，物质和物质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们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资
料，而信息和信息活动的根本作用却在于改进管理和优化决策，以使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能得到更为
有效地利用。
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降低物、能的损耗，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或直接生产各种信息产
品及提供各种信息服务，是信息社会有别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物质和能量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和将来，人们更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水平已成为决定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
正因如此，现代竞争的重点正从争夺物质资源转移到争夺信息资源上，这是当代科技发展、经济活跃
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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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采用这些框架把信息民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构建，并将全书划分为信息管理基础
理论、微观信息管理、宏观信息管理和信息管理的未来四大部分，但因书中只涉及到前两大部分，故
取名为《微观信息管理》。
本书的体系结构只是一种初步尝试。
应该说明的是，在体系结构问题上笔者采纳了科学的创始人C.贝尔纳的主张，他在进行科学学研究时
提出，不必为科学学下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也不必对科学学的研究范围规定得太具体，以免限?科学
学的发展。
在概念问题上，笔者以恩格斯的教导为准则。
恩格斯在研究生命问题时指出：&ldquo;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
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
可是对日常运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
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就无能为害。
&rdquo;同时也借鉴了了，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即并不刻意追概念的绝对精确，而注重解决实质问题
，不生面追求名词术语的完全规范化，只力求为人们提供能够普遍接收的思想工具，力求在?高认识层
次上求得统一，并利用术语对照的方式来对处理非科学化的习惯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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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1.2信息科学　　仙农信息论虽然取得了成果，但是它仅仅单纯从量的角度来描述信息，因此又
有很大的局限性。
至少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它未能够解决：一是语义问题（语义信息或意义信息）。
任何信息源发出的信息除了有一定量的大小外，还具有一定的意义。
5分钟的广播节目，不论是新闻节目还是娱乐节目，从仙农信息论来看，信息量是一样的，但是它们
的意义却大不一样；二、语用问题（语用信息、价值信息、有效信息）。
它是指信息源发出的信息被接收者接收后所产生的作用和效果，即信息的有效性问题。
同样的信息对不同的接收者，价值可能不同。
同样的信息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价值可能也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考生甲收到“甲已被录取”和“乙已被录取”这两条消息时，从信息量上看完全一样，但是从
考生来看，显然前者的价值比后者要大得多；三、模糊信息。
仙农信息论中给出的是对概率信息的定量描述，它是由普通集合（经典集合）的测度来定义的，但是
客观世界还存在着另一种界限不明、模糊不清的事件，如“多云”、“头痛”等就是一些无明确界限
的模糊概念，反映这一类事件的信息叫模糊信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对象越来越复杂，出现的和需要处理的模糊信息日益增多，但是这类信息
显然不能用仙农理论来处理。
　　仙农理论的局限性，以及信息重要性的增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运用，迫使人们开始对信息问题进
行全方位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信息科学。
信息科学是以信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信息的运动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信息科学方法论作为
主要研究方法、以扩展人的信息功能（特别是其中的智力功能）作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一门科学。
关于信息科学的研究内容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模型来说明。
图1-18中给出的模型是由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以及把它们联系在一切的信息所构成的一种抽象系统：
对象的运动状态和其变化方式是本体论意义的信息，被主体感知的该对象运动的状态和方式是一种认
识论意义上的信息。
而由主体所发出（或表达）的主体思维（也一种事物）的运动状态和方式（代表着主体的意志）也是
一种认识论意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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