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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
,

人 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

不同的角度说明信息与经济的关系
,

有的认为
,

信息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
有的认为

,

信息是无形的财富
。

笔者认为
,

信息是当代创造财富的方式
,

只有从这样的方法论视角看待信

息的作用
,

重视企业的信息管理
,

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
,

立于不败之地
。

一
、

产业发展重点的转移表明经济发展已经进人 由工业驱动向信息服务驱动变化的时代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

工业发达国家经济仍然 由第一产业 (农业
、

矿业 )和第二产业 (加工

业和制造业 ) 占主导地位
。

第三产业 (指服务性行业 )还处于次要地位
。

此后
,

由于以信息技术

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
,

第三产业有了蓬勃的发展
。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

在农业社会中
,

第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在工业社会中

,

第二产业占据主导

地位
。

近几十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新变化表明
:

在未来的发展中
,

信息产业将在世界经济

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

经济发展进入由工业驱动向由信息服务驱动的时代转变
。

二
、

在物质
、

能 t 和信息三大支柱中
,

信息起着主导作用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
、

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过程
。

因此物质
、

能量和

信息是物质生产的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

但如果没有信息
,

人们就无法生产劳动
。

在生产过程

中
,

需要什么样的原材料
,

用多少原材料
,

怎样使用生产工具 ?怎样通过能量的转换带动机器运

转 ? 怎样加工原材料 ? 这些都需要信息的指导
.

没有信息
,

人类无法利用能量
、

物质
,

能量和信

息也就成 为对人类无用的东西
。

物质
、

能量和信息这三个方面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互相依赖
、

互相制约
、

不可分割
。

但是在人

类生产发展史中
,

人类对这三个方面重要性的认识有先有后
,

这三个方面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

在人类生产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

在农业社会中
,

人们主要利用物质材料
,

制成各种

手工工具
,

改造自然界
。

当时人们根本不知什么是信息
。

这个阶段
,

创造财富的方式是人类的

活劳动
。

在工业社会中
,

伴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和蒸汽机的发明
,

人类对能量有了比较深刻

的认识
.

这个阶段主要靠耗费巨大的能源来进行财富的再创造
。

二十世纪中期
,

由于通信技术

的出现
,

创立 了信息论
,

人类从理论上认识了信息
。

近几十年来
,

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
、

开辟

了一个智力解放的新时代
。

当今
,

科学— 技术— 生产的转化周期不断缩短
。

科学
、

技术和

生产出现 了一体化的趋势
,

生产实践活动正在 由经验型向知识型转化
,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知

识
、

生产
、

智力生产为主的历史阶段
。

同时知识与智慧的价值在物质财富价值构成的 比重越来

越大
。

两套服装虽然采用相同的原材料
,

但其价格相差很大
,

可见物质财富中商品的式样
、

高超

的技术
、

特定的功能及良好格调等因素
,

在物品价格约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

知识和智慧已日

益成为增加利润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源泉
。

三
、

当代交往方式产生新的变化
,

信息能否有效的利用
,

已成为现代企业经营效益好坏的

主要因素



人要对 自然界进行改造
,

必须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

形成一个系统
,

才能与自然界发生

交往
。

在社会系统内部
,

每一个企业都是信源
,

又是信宿
,

同时是某个社会信息通道组成的

要素
。

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交往是通过信息交流来实现的
。

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
、

各个要素
,

通过信息的传递
、

减少了彼此之间的不确定性
,

从而达到协调
,

组成优化的结构
,

并 以这样

优化结构与自然界发生关系
,

使人 与自然界的物质
、

能量的转换向着人预定的 目标发展
,

最

终创造出物质财富
。

当代随着以电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 J
’ `

泛运用
,

社会的交往方式产生出一些新的特点
,

首先表现在交往的全球化
。

现代信 忿技术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
、

人与社会之间
、

社会与社会

之间
、

国 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在频率上密度上都大大加强
,

社会交往的空间 日益扩大
,

形成

了
“

地球村
” 。

这个交往的特点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一

与世界经济形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

企业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

因此企业在制订发展战略时
,

就必须首先考虑有关世界经济发

展趋向的信 卿
、 。

卜弓时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
,

使得新的科技发明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财产
。

在交

往全球化的社会里
,

能否快速准确地捕捉
,

接受全球范围内的信息
,

对于能否避免重复性劳

动
,

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大的作儿
。

其次
,

交往方式的新特点还表现在交往节奏的加快
。

现代社会信息交换的频 率 越 来 越

高
,

交往的速庄越来越快
,

并趋于 自动化
。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

欧洲半年后才知道
。

而阿波罗 n

号登月
,

信 以很快就传遍 世界
。 ’兮卫星联结的电子信息系统把各个企业

,

包括供应商和客户

联结起来
,

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和终端
,

使一切信息产品都可以被迅速归纳
、

处理
、

存贮并

快速提供 给有关人员和用户
。

闪电般地传输信息和捕促信息
,

用较少的时间获取较多的信息

是现在企业生存和竞争的关键
。

在日本
,

五秒至一分钟便可获得世界各地市场行 情 变 动 情

况
,

三至五分钟便可查询或调用困内一万个重点公司
,

企业当年或历年经营生产情况的时间

系列数据
。

日本三菱 商事株式会社每天收到的经济信息条子可绕地球 n 圈
。

再次
,

交往方式的新特点表现为交往的现代化
。

随着交往空间的扩大
,

交往节奏的加快

以及信息资源的骤然增多
,

现代社会交往越来越依赖于现代化的信息手段
。

从 1 9 81 年到 1 9 8 7

年
,

全世界约有 5 0 0 。家企业通过卫星传递信息和洽谈业务
。

据统计
,

美国企业利用卫星传递

信息和洽谈业务
,

节省 30 肠以上的行政开支
。

通过以上交往方式新特点的分析
,

不难看出
,

当代企业是生存在一个动态的
、

不确定的

交往空间
。

如果不善于把握信息
,

企业将无所适从
;
如果不注意信息的收集

,

企业就不能了

解自身的环境位置
、

原料来源
、

交通运输的情况
,

就不能了解或预测本企业产 品在 日前或未

来的几年 内在市场营销情况
。

这样企业的行为必然是 窗目的
,

不可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更好地创造新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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