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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从理论、方法和实践三个方面研究了信息消费水平测度，并通过对山西高校信息消

费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信息消费水平测度方法的可操作性。

一、信息消费的相关概念

信息消费是在一定的信息消费环境下，信息消费者为满足信息需求，对信息产品及服务

进行的以精神消费为主的消费活动。

信息消费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信息消费的本质是精神消费。信息消费的

目标是为了满足信息需求。信息消费的特点：边际效用递增、收入被忽视、投入成本可能是

沉没成本、信息的负效用比较大、消费者必须具备信息素质。

二、信息产品、服务及信息市场

1．信息产品：信息产品的质量、消费收益——消费过程中信息的增加量、消费效用；

        2．信息服务：传统信息服务：文本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信息中介服务；电子信

息服务：联机检索服务、网络信息服务、查新服务；

3．信息市场：非对称信息市场、信息市场平衡、信息市场失灵与干预。信息政策在信

息市场中起监督作用。

三、信息消费者行为、权利及保护

1. 信息消费者行为可描述为需求、动机、偏好、选择、风险等行为。

2. 信息消费者权利：安全健康权、自主选择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

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监督权。

3．信息消费纠纷的类型分为：专利纠纷、域名纠纷、标准纠纷、法律纠纷和著作权纠

纷。通过信息消费纠纷的解决和网络信息消费合同的签订保护信息消费者的权益。

四、信息消费测度

研究信息消费及其水平测度，主要是探讨信息消费测度的理论体系，提出信息消费水平

测度方法；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所提出的方法的可操作性。全书的整体研究，围绕着信息消

费的测度展开：一是信息消费测度的理论部分；二是信息消费测度的方法部分。在信息消费

测度的方法部分，共提出了20多种测度方法。

五、信息消费测度实证分析与建议

1. 信息消费测度实证分析方法有：因素综合法、结构法、问卷调查法。

2. 对中国高校信息消费现状的估计：

        软件消费现状：软件种类和数量比较多，盗版软件消费为主，软件价格偏高；电话

消费水平：移动电话拥有率比较高，使用座机、磁卡比较多；图书、期刊消费现状：消费量

少，消费质量低，图书、期刊价格高；网络信息消费状况：消费种类和数量多，消费质量低，

需求满足程度高。

3. 建议：（1）为了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信息素质，高校应设法增加数据库的利用程度，

提高消费者的科研能力；（2）增加课程作业力度，让消费者大量阅读专业文献；（3）增加

开卷考试，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机会阅读专业文献，深入掌握专业知识；（4）提供更多助研



机会，使消费者参与学校的科研、生产活动上来；（5）通过网络教学，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力和兴趣，使之不再进行生活娱乐等低层次的消费活动，提高信息质量和消费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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