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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市场经济信息学》

张广钦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邱均平教授主编的《市场经济信
息学》一书, 于 2001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综览全书, 该
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系统宏大, 包罗广泛。全书内容主要分为理论、方法和
应用三个部分: (1)关于经济信息学基本理论。如经济信息学
的学科构建 (第 1 章)、经济信息的基本问题 (第 2 章)、信息
社会化和社会经济信息化 (第 16 章)等。(2)经济信息管理的

一般理论与技术方法。如经济信息的加工 (第 3 章)、经济信
息的流通 (第 4 章)、经济信息的利用 (第 8 章)、经济信息的
分析研究 (第 9 章)、经济信息系统 (第 5 章)、计算机管理信
息系统 (第 6 章)、现代企业经济信息系统 (第 7 章)等。(3)各
种类型经济信息的管理、研究和应用问题。如市场信息 (第 10

章 )、金融信息 (第 11 章)、投资及房地产信息 (第 12 章)、财
会信息 (第 13 章)、统计信息 (第 14 章)、以及网络中的经济
信息管理 (第 15 章)等问题。书末还附了与经济信息资源有

关的近 400 个网址。
该书试图从理论、方法与应用三个角度全方位地构建经

济信息学科体系,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兼顾传统文献工
具与新兴的信息技术方法, 力求使全书的思路清晰、结构合
理、论述全面、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资料翔实, 既反映和吸收
国内外经济信息学的最新进展, 又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成
果, 使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这部
著作从理论到实践, 构建起了经济信息学的体系与框架, 开
创了经济信息学的新篇章。

2. 不落俗套, 富于创新。首先, 在体系结构上, 该书第一
次从理论、方法、应用三个视角来全面地构建经济信息学的
学科体系, 全书由以下三大部分组成: 一是关于市场经济信
息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二是关于经济信息领域的综合
性问题和技术、方法的论述; 三是关于各部门各类型经济信
息的管理、研究和应用问题的探讨。这种体系结构既新颖独
特, 又较为全面系统地勾划出经济信息学的学科体系全貌。

其次, 在具体内容上, 该书对经济信息学的有关理论问
题没有回避, 而是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作者从理

论高度深刻论述了经济信息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存
在而必须探讨和弄清的一些基本问题, 包括经济信息学的兴
起与发展、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学科特点与研究方法、体系
结构, 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此外, 作者针对当前经
济信息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提法, 提出了从狭义和广义两个
角度来规范经济信息学的概念的观点, 由此作者又对狭义经
济信息学和广义经济学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即狭义经济信息
学划分为如下三类: (1)理论经济信息学。主要探讨经济信息

学的概念体系和基础理论; 研究经济信息、经济信息活动、经
济信息工作和经济信息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等理论问题。
(2)技术经济信息学或称经济信息系统学。着重研究经济信
息管理过程和经济信息工作中的各种技术、方法和实现手段

等问题。 (3)应用经济信息学。主要是对各类型、各部门经济
信息的专门研究和开发利用。广义经济信息学则不仅包括有
关经济信息的分支学科, 而且还涉及到经济信息体系的外部
环境、经济系统等多方面, 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从系统到
环境、从总体到个体循环的立体结构体系, 主要包括广义经
济信息学概论、经济信息系统、经济信息流、生产者经济信息
论、消费者经济信息论、经济信息流通形成的产业和经济活

动、经济信息与经济系统、经济信息与经济环境、经济信息与
社会发展等。这些观点使得经济信息学的概念更为明晰、科
学和合理。作者对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不仅独具匠
心, 而且深刻、清晰和透彻, 让人受益匪浅。

3. 注重基础, 内容多元。在学术研究中,“厚积薄发”是非
常重要的。本书作为一本经济信息管理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更加注重了这一点。全书用了三章从学科内容建设、基本概
念和社会这一宏观角度构建经济信息学的基础理论, 涉及了

经济信息学的发展历程、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学科特征与
研究方法、体系结构与相关学科等基本理论问题, 以及经济
信息的概念与要素、特征与类型、形态与来源、功能与作用等
基本概念的分析, 社会信息化与经济信息化等宏观问题。所
有这些问题, 是构成经济信息学的基本要素, 是经济信息学
学科生存之根本。

除了对基本理论进行建设和创新外, 该书还涉及了现代
技术与经济信息管理方法的结合、各系统、各类型经济信息
的管理及应用等操作层次的主题。对这些内容的论述除了讲

述具体的操作方法外, 还讲授了它们的理论基础问题, 从而
体现出了本书理论的多元性特色。

4. 讲究实用, 联系实践。学以致用是信息管理学科乃至
整个学术界的最大目的与研究的意义, 经济信息学这门来自
于实践, 应用色彩比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全书通篇体现了
这一思想理念。很容易看出, 全部内容的绝大部分都是讲述
具体操作方法的, 可以很方便、容易、快捷地将它所告之的方
法“拿来”就用, 对实际工作者而言具有十分强的指导意义。
在各类型经济信息管理的论述中, 所列举的经济信息类型皆

是对当前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均是在实践中应用
最广泛的领域。尤其是面对新技术的挑战, 本书开创性地论
述了网络中经济信息资源的分布与类型、组织与管理、检索
以及开发利用等问题, 很好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信息需要。
对于企业信息用户而言, 如何满足他们的经济信息需求, 是
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本书从宏观的经济信息系统建设
出发, 逐步论述了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以及现代企业信息系
统的实现, 为企业经济信息管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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