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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伴随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
阶段，开始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折。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以汽车、家用电器为代表
的现代工业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然而，日本因陶醉于工业化的成就，对信息革命和信息社会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再加上20世纪90年
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经济停滞，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化方面拉开了与美国的差距，
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在技术创新立国战略的基础上，通过确立“IT立国战略”，制定《IT基本
法》，推进《e-Japan计划》（日本IT计划），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在2005年初步建成了“世界最
先进的信息社会”，2010年前还力争建设“无所不在网络社会”。
这意味着日本在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正在实现新的赶超。
　　认真研究日本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分析其相对落后的原因，总结其新赶超的基本经验，不仅
有助于研究信息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而且对我国如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
，同步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赶超，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目的是全面总结日本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及经验
教训，通过日本的实践从理论上认识信息社会，为推进我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和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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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目的是全面总结日本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及经验教训
，通过日本的实践从理论上认识信息社会，为推进我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和理论依据。
    本书在广泛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第一手最新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具
体分析和综合分析相结合、纵向分析和横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按理论一实践一理论的逻辑思路
，以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化发展，法制建设，政府的战略、计划与政
策措施为主线，全面论述日本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在分析日本信息社会相对落后的主
要原因的基础上，总结了日本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12条基本经验：  （1）实施技术创新立国战略，
推进IT技术研究开发；（2）实施IT立国战略，引领信息社会发展方向；（3）加强信息社会法制建设
，保障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4）建立IT战略本部，加强信息社会建设领导体制；（5）制定发展
战略和发展计划，完善具体的政策措施；  （6）发展信息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7）加强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数字鸿沟；（8）用IT解决各种问题推动经济社会新发展；（9）推动经济社会结
构改革，营造信息化的社会环境；（10）加强信息安全和信息保护，建设安全放心的社会；（11）加
强IT教育，培养IT人才；  （12）加强信息统计，提供充分可靠的统计资料。
    本书研究的理论目的，是从特殊到一般，把现象层面的对日本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了解和认识，
上升到规律层面的了解和认识。
为此，本书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日本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围绕信息社会与服务社会，
信息社会主要的生产与信息社会发达的标志，信息社会的发展道路，信息产业的发展道路，信息经济
，国际信息中心与信息大国、信息强国，以及推进信息社会建设的领导体制七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总
结与理论思考，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认识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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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信息社会与信息技术　　2.1　信息、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基本理论　　2.1.1　信息　　迄今
为止，有三个关于科学的基本概念，即物质、能量和信息，其中，物质的概念出现最早，关于它的讨
论研究也最充分。
“能量”（energy）是19世纪初期出现的名词。
20世纪上半叶，爱因斯坦发现了物质与能量的转换关系，即E=CM（E是能量，M是质量，C是光速）
。
至于“信息”，则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通信技术和制理论的发展才正式出现的概念。
应该指出，这三个基本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并不依存于人们发现和认识时间的早晚，而是在人类社
会发展一开始就存在的。
　　就信息而言，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以来，彼此从对方了解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了，这种从语言交流中所知道的东西其实就是信息。
其后，随着文字的发明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人类相互交流的能力和空间迅速扩大，由此知道的东西
即信来越多。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伴随电话、电报、报纸、广播的迅普及，信息的数量越来越多，信息的传播和利
用也越来越重要了。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没有提出信息的概念并把它上升到科学高度来认识，乃是因为直到20世
纪初期以前，信息还没有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产生足以引起重视的影响或制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日本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