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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新型发展观，它是人类社会对日益加剧的人口、经济、
环境、资源矛盾进行深刻反思后做出的理性反应和抉择。
其目标是追求人类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发展，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维持社会稳定。
目前，可持续发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经济伦理规范，因为它不仅涉及
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更冲击着当代人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2007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提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目标，即：到2050年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人世界总体可持续发展
能力前十名国家的行列。
其中，2040年基本实现能源和资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2050年基本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
增长”。
　　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同样引导着我国现代物流的发展方向。
因为现代物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既产生经济效益，又产生社会效益，当然，其效益有正也有负
。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流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废气污染、噪声污染、资源浪费、
交通堵塞、废弃物增加等，严重违背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则。
为了避免其走传统产业“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有必要研究在“生态一经济”大系统中的物流活动
的规律，从而探索一条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现代物流发展道路。
本书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以系统论理论为手段，分析现代物流的运行机理。
并在综合考虑物流、经济、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前提下，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多角度探讨我国符
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现代物流发展策略。
研究成果将进一步丰富现代物流理论，对物流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政府规划物流产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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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以系统理论为手段，分析了现代物流系统的运行机制，剖析了现代物
流发展中的非持续性因素，在综合考虑物流、经济、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符合可持续
发展原则的物流模式，阐释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物流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论述了可持续发
展的现代物流产业管理问题，并对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农产品物流和城市物流做了专门的探讨。
    本书可为企业物流管理人员和政府物流主管部门及相关科研机构研究现代物流提供参考，也适合高
等院校物流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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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流与物流信息技术　　第二节 信息与物流信息　　20世纪80年代初期，流行“信息就是
资源”、“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金钱”的说法。
在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
因为信息不会必然地、自动地、五条件地等于资源、财富和金钱。
相反地，恰如《大趋势》的作者约翰。
奈斯比特所说，没有经过整理的信息不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我们的敌人。
信息真正成为财富和资源的必要条件是要把信息管理起来。
　　一、信息和信息管理　　（一）信息的定义　　按照我国信息科学专家提出的信息分层定义和建
立信息的定义体系的想法，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区分不同的层次给出信息的定义。
最高的层次是信息在哲学本源意义上的层次，即无约束条件的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定义的信息是最为广义的信息，它的适用范围最广。
如果我们引入一个条件来约束，则这一层次上的定义就会下降一个层次，它的应用范围变窄，但定义
的确指性增强了。
不断地加入约束条件，就可以不断地降低其所处层次，从而不断地明确应用范围。
　　在哲学本源的层次上，我们可以将信息明确地定义为：信息是某一事物运动的状态不口方式在其
他事物运动状态和方式上的反映。
认识论层次上的信息是这样定义的：信息是认识所感知的或者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及其意
义。
若对认识论层次上的信息定义引入更严格的约束条件，又会得到不同的信息概念：语法信息、语义信
息、语用信息、语境信息、先验信息，等等。
　　有了这样一个定义体系，特别是体系中区分出的语法、语义、语用、语境的不同约束条件或考虑
问题的具体层次，我们就有了讨论信息和信息管理问题的共同语言。
　　在信息理论发展的初期，人们故意排除语义、语境和语用信息的影响，只考虑语法信息这一个因
素来解决问题，这既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很明智的选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语法信息只能解决传统通信工程这样一类信息传递的问题，而凡是有“智能”、
有“目的”行为的系统，都必然要涉及其他层次的信息。
因而，信息管理这一学科，是一定要考虑语义信息、语境信息和语用信息问题的。
对于数据库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信息一般被定义为有组织的、可以形式化描述的数据，前者的侧重
点在这些数据的语法形式上，后者不再重视数据的语法性，而是考虑其语义和语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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