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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市场、信息差与信息管理

　　ABSTRACT　 In info rm at ion m arkets, there are som e“info rm at ion

differences”, w h ich m ean that the exchanged info rm at ion is no t con sisten t

w ith the info rm at ion in real m arkets. To elim inate these differences, there

shou ld be m acro scop ic regu la t ion, info rm at ion evaluat ion system , as w ell

as effect ive m anagem en t of p rofessionals and emp 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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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市场是信息交换的场所和信息交换

关系的总和。它的特点是参加交易的商品是

一种知识型的特殊产品; 同一信息产品在其

有效期内, 可以多次买卖, 通过交换还能激发

新的信息。它的基本构成因素是信息的供给

和需求, 信息需求是信息市场的自变量, 信息

供给是信息市场的因变量, 信息市场是实现

信息交换的重要媒介。

信息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信息咨询、

信息提供服务、信息资料有偿转让、信息软件

开发、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信息周转等。参

与信息市场的信息产业大致有三部分: 以计

算机工业为主的硬件产业; 以软件工业为主

的信息服务行业; 信息与信息处理行业, 包括

电讯、电视、广播、报刊、出版、激光、光纤、通

信卫星、图书馆、档案馆等。

随着信息在经济领域中的渗透, 各种信

息充斥市场,“信息角逐”势所难免。而“信息

角逐”所面临的现代市场情况的多变性与信

息多方获取、筛选和利用的时间、地点、目的、

方法及技术水平的差距,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

交流的信息与市场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

差”。具体表现为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真伪

性和滞后性, 它们又可分别表述为信息的“量

差”、“质差”和“时间差”。

在市场上, 决策者正确的决策是建立在掌

握一定量信息的基础上的。信息量不足, 就无

法了解事物的全貌, 对情况判断就会缺乏充分

的依据, 就可能造成错误的决策而遭受损失;

但市场中对信息的需求并非越多越好, 当信息

饱和后还继续增加, 就要产生过剩, 特别是大

量假信息、不明信息、贬值信息反复出现造成

的“信息污染”, 会使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负担加

重、过程拉长、时间增多, 过量信息的干扰还可

能导致市场行为的无所适从。因此, 把握适度

的信息量, 是缩小“信息差”的重要前提。

出于种种目的, 经销者常常在市场上不

择手段地示假隐真, 并施放大量的无序信息,

这样, 从市场所获信息就可能真假难辨, 面目

全非。譬如, 有些出售技术资料的广告大肆宣

传“运用某项技术, 一年可盈利若干万元等”,

但从市场看, 用这些技术生产的产品可能已

是过剩产品, 没有发展前途。市场实践证明,

真实是信息的生命, 信息质量越高, 决策效果

越好, 成功的把握越大。因此, 在洪流般涌来

的信息中精心筛选, 在“信息污染”中净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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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 在信息循环中做到准确无误, 是缩小“信

息差”的核心内容。

信息传递速度慢于市场情况的变化速度,

或信息存贮时间过长, 都会形成“时间差”。在

高度信息化的市场上, 信息的瞬间覆盖率极

高, 各种高效快速的信息传递使空间变小, 时

间升值。这意味着高效的决策不仅取决于信息

的数量与质量, 而且也取决于信息传递和处理

的速度。在“信息角逐”中, 要增强信息竞争能

力, 保持市场信息优势, 必须对信息高度敏感,

能够快速捕捉最新信息,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

提炼、优化并不失时机地运筹决策。要知道, 足

量正确的信息如不及时利用, 待时过境迁, 也

就毫无价值了。快速及时地收集、处理和传递

信息是缩小“信息差”的重要途径。

从世界发达国家信息市场发展轨迹看,

信息市场发展的基本点都在于不断消除“信

息差”, 加强市场的信息管理。所谓信息管理,

是指对信息实践活动过程的管理, 是运用计

划、组织、检索、研究、报导和提供服务的过

程, 是有效地运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

素以期实现总体目标的社会活动。就我国当

前情况来看, 加强信息市场的信息管理需要

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 要加强宏观调控, 分专业、分片协

调。我国信息市场目前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事信息服务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目前已有咨询机构 4 万

余家, 信息服务机构 2 万余家, 从业人员超过

100 万人; 二是信息技术和数据库有了一定

的发展, 近年来相继成立了一批行业性或部

门性的计算中心、计算机中心和信息中心, 建

立了近 100 个信息网络和检索系统, 建立了

1000 个数据型、事实型、文献型和专利型数

据库。这些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信息机构开展

对外服务, 从事信息存贮和传递, 把各种载体

的信息通过劳动转化成商品。但各信息机构

之间的联系松散, 同一信息重复加工, 给信息

泛滥造成可乘之机。有鉴于此, 我们必须在全

国范围内宏观调配各信息机构的资源, 按专

业分工、分片包干, 再联结成网, 以便控制过

量信息, 把握适当的信息量。

其次, 要建立信息的鉴定机制, 逐步完善

信息市场的立法。我国信息市场自 80 年代形

成以来, 有关信息鉴定方面的立法已初见成

效, 但法律机制不完善仍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通过健全法律机制, 一方面可以在信息传

播前控制其质量, 避免伪劣信息的传播; 另一

方面, 也可以在发生了信息诈骗后便于行政部

门及执法机关有据可依, 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

责任。这是控制信息“质差”的有效途径。

第三, 要加强对信息服务行业及从业人

员的管理。信息服务行业是架设在信息源和

信息用户之间的一座桥梁, 它必须有完备的

高质量的调研力量及一定的技术装置。从事

信息咨询的人员则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经

验, 对国内外有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信息咨

询, 该行业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核合

格才能上岗。在我国, 一些专业性信息服务机

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对其从业

人员制订并实施了考核制度, 但一些综合性

信息服务机构如图书馆等尚无相应的考核制

度, 未来几年, 我们要重点建设和完善这些规

章制度。

最后, 要加强对基本信息源 (如专利) 的

舆论宣传, 使平民百姓等对这些信息源的一

般知识有基本的了解, 这样, 人们就不会因为

无知而受骗上当。以专利而论, 许多伪劣信息

就是利用人们对专利的一知半解而得以流传

的, 譬如, 有的商品申请到外包装专利, 在广

告中却只提及国家专利产品, 消费者不知其

所以然, 就会因购买假冒伪劣产品而造成经

济损失。所以说, 信息知识的普及是从根本上

带动平民百姓进入信息市场、得益于信息的

最佳途径。

信息市场中“信息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

的, 其消除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下转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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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了解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图书馆

歌德学院总部设在慕尼黑。它是世界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机构之一。在德国国内有 18

所分院, 在 78 个国家设立了 150 个分院。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于 1988 年成立的。图书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该馆资金由慕尼黑总部拨发。图书馆负责人由总部派遣。每年直接在 IN T ER NA 2
T ION ES 定购图书。图书馆现存德文原版图书 10000 余册, 德译中著作及中文版介绍德国的

书籍近 2500 册, 1600 余件音像制品 (包括: 录像带￡CD , 磁带、幻灯片) , 5 种德文报纸, 60 余

种德文期刊及 20 余种与介绍德国有关的中文期刊。藏品平均年外借约为 37000 件。

馆藏涉及的范围很广范, 包括各学科百科全书, 字词典, 各类工具书, 德语文学, 语言学,

外语教学, 德语教学法论文集, 翻译学, 德语教材, 哲学, 社会科学, 艺术, 历史和人物传记等,

特别是从建馆以来认真收集了所能收集到的德译中著作及中国作者写的介绍德国的书籍。

该馆是开架式外借图书馆, 严谨的德国式管理和厚重的德国文化氛围使人感到它的与

众不同。根据中德两国政府的协议, 它的读者对象是各大学德语专业的师生, 各领域懂德语

的科学工作者。在这里, 来访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和阅览各种书刊资料, 观看德国影视片和介

绍德国风情国情的资料片, 欣赏德国、奥地利著名的古典音乐和高雅的轻音乐, 进行德语语

言听力练习等等。一切都是免费使用。

图书馆还负责向来访者解答各种有关德国的咨询。这种咨询可以是口头的, 也可以是电

话和书面的, 图书馆都会认真对待, 一一给予答复。近年来, 随着中德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和

往来日益发展, 对德国问题的咨询也不断增多, 包括来自其他省市的电话和书信咨询。图书

馆都尽最大的可能予以解答并寄送有关资料。这种服务对中国的日尔曼语言工作者和有关

学科研究者无疑是很大的帮助。

该馆每年平均购进德文原版图书约 700 册, 以及其他德语音像制品。为北京各高校图书

馆和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提供更多更新的德语资料。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图书馆希望与中国图

书馆界同行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

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图书馆自成立以来, 读者数以千计。它以其严谨的管理, 友好的服务,

全新的信息, 丰富的内容, 集中的德语和有关德国的资料服务于读者。并成为了北京众多图

书馆中的一个小成员, 共同服务于社会。

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图书馆已成为人们在中国了解德国最方便的地方。 (缴河渠)

(上接第 93 页)　随着信息管理手段完善, 信

息市场将在不断缩小信息差的过程中朝着一

条趋向规范的轨迹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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