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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加工手段决定着人们对信息再利用的水平。信息的加工手段由一个阶段信息技

术的总体水平决定。在古代，信息技术水平很低，再用信息十分有限。现代信息技术把信

息加工能力提高到空前的水平，信息成为十分丰富的社会资源，并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和

标志。 

（5）信息资源的不竭性 

从整体上说，信息资源不会枯竭。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随时都在产生信息。物质世界

是无限的，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也是无限的，因此信息资源也是无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因此，描述和反映人类所创造出的事物的信息也是无限的。 

（6）时效性 

时效性是指信息的作用和价值与信息产生、传输和提供的时间有关。信息的利用肯定滞

后于信息的产生，但必须有一定的时限，超过了这个限度，信息就会失去或削弱被利用的价

值。信息只有及时传递和有效利用，才能实现其价值。信息价值的时效周期，一般分为四个

阶段，即升值期、峰值期、减值期和负值期，不同的周期呈现不同的价值，这也是信息的时

效性。 

1.1.2  系统的概念和特性 

1．系统的概念 

系统的概念是信息系统的基础概念之一，也是认识军事信息系统的前提。苗东升在《系

统科学大学讲稿》中提出，两个以上事物或对象相互关联而形成的统一体，称为系统。一般

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若干部分结合为具有特定目标、特定功能，并处于一

定环境之中的有机整体。系统的目标是系统的目的和趋态。系统的功能是系统应该具有的能

力和效用，系统功能由系统目标确定。系统由多个部分所构成，各部分之间具有确定的关系。

系统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支撑和制约着系统。系统也是人们根据事物的相互联系和

组成来把握事物整体性的方法。 

一个大的系统往往是复杂的，常常可按其复杂程度分解成一系列小的系统，这些小的系

统统称为大系统的子系统，也就是说，这些子系统有机地组成大的系统。 

2．系统的特性 

（1）整体性 

系统为实现其目标，由各个部分协调构成为有机整体，这就是系统的整体性。 

（2）关联性 

系统的关联性是指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关联性是

系统整体性的保证。 

（3）层次性 

系统的层次性是指系统的一种共性结构模式，表现为可以把系统的结构纵向划分成一种

层次结构。系统的层次性反映人们观察和看待系统的层次。 

（4）适应性 

任何一个系统都处于确定的环境之中，与环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环境支撑着系统的存

在及系统的运转，系统与环境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