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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极富创新意义的著作。马克斯•H•博伊索特提供了一个简约有力的概念性框架——信息空间，用以考

察实物资产与知识资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指出，在信息经济时代，对知识资产的有效管理是组织赢得竞争优势的

关键。博伊索特提出的知识流视角，对于理解21世纪管理的含义，是一项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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